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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背景与历史 

    过去数十年，数字媒介的迅猛发展使人们对国家书目的构成和传播所依据的许多

关键假设产生了质疑。因此，我们需要对当前的普遍实践提供准确的指导，从而为想

要创建和维护国家书目并为此搜寻信息的人提供帮助。 

1.1 宗旨 

    本文件不具有指向性，因为不同国家的书目工作有着很大差异，地方性要求可能

受到财政、法律或实务限制的影响。本文件提出了多种可能的选择，各国可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调整和应用；另外，本文件通过一些案例来说明相关方法的潜在适用范围。 

    本文件的目标受众包括： 

• 现有国家书目服务的管理人员 

• 编制新的国家书目的人员 

• 应对新技术和媒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国家书目机构工作人员 

1.2 发布和更新 

    本文件包含五个部分，分别对应国家书目机构面临的不同问题。考虑到环境的不

断变化，国际图联书目专业组将定期更新本文件内容，从而反映普遍实践的变化。新

版文件和更新内容将发布在国际图联网站上的书目专业组页面。 

1.3 历史 

    《数字时代国家书目的普遍实践》以网络出版物《数字时代国家书目机构最佳实

践》（2014—2017）为依据，后者基于由国际图联国家书目指南工作小组编写的《数

字时代的国家书目：指南和新方向》（2009；https://www.ifla.org/national-

bibliographies-in-the-digital-age-2009-summary/）的原始印刷版。该工作小组成

立于 2002年，目的是制定相关指南，从而： 

• 帮助国家书目机构提供或完善书目服务 

• 以电子形式发布书目 

• 指导有关机构在国家书目中收录和展示电子资源 

    2009年印刷版出版之后，工作小组开始着手制定新的版本。然而，由于主题和信

息格局的快速变化，工作小组决定未来着重编制一份新的线上文件，并在 2012年国际

图联大会期间的书目专业组常委会华沙卫星会议期间发布。2014年，工作小组创建了

小型专题网站，并于 2015年在开普敦举行的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上正式推出。 

    2017年，书目专业组常委会认识到文件需要持续更新，网站也需要继续发展，因

此为方便使用，决定恢复为单一文件版本。首选的格式是用于修订和翻译的文本文件，

https://www.ifla.org/members-of-the-ifla-working-group-on-guidelines-for-national-bibliographies/
https://www.ifla.org/national-bibliographies-in-the-digital-age-2009-summary/
https://www.ifla.org/national-bibliographies-in-the-digital-age-2009-summary/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514143334/https:/www.ifla.org/events/2012-bibliography-section-satellite-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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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用于传播的 PDF文件，因为小型网站的零散性虽然有助于快速查找具体信息，但

不利于持续阅读或修订以及开展翻译工作。 

    工作小组于 2017年和 2018年分别在巴黎和巴塞罗那举行了项目会议。文件名称

改为《数字时代的国家书目：普遍实践》，反映了书目必须满足受众的需求，因此需

要适应当地环境（详见 1.1宗旨）。虽然不存在全球统一的“最佳实践”，但各国确

实有着大量的优秀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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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 

2.1 概述 

    本节将介绍建立或重组负责国家书目控制的机构中所涉及的关键问题和决定。下

文将简要介绍关键问题，并以具体的国家书目机构为例详细说明。每个机构所处的环

境都是独一无二的，本文件的目的不是提供一系列僵化的方法。相反，本文件将重点

介绍不同的选择，并分析各自的优缺点。 

    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独特的要求，这些要求应成为当地活动的焦点。然而，尚未开

展国家书目工作的国家应积极向已开展相关工作的国家寻求建议，并从中吸取经验教

训。 

• 参加或举办区域研讨会，将行业专家集中在一起，探索本地特征，这或许是一

个好的起点。 

• 如有可能，选择有经验的伙伴开展长期合作。伙伴的选择标准应反映机构的具

体要求和国家背景。 

    快速从规划阶段推进到实施阶段的一个好办法是从地方、区域或国际社会招募人

员或请求技术援助。这符合“国家书目服务国际大会”（ICNBS）的第 19条建议： 

 

如有必要，国际图联应协助国家书目机构开展本国的国家书目活动，
例如：制定国家书目开发试点方案，制定国家书目编制指南，组织国
家、区域或国际研讨会和培训班等。 

 

2.2 国家书目机构的职责 

    国家书目机构是 

在一国图书馆系统内设立的组织单位，负责为该国新发行的每一种出
版物编制规范和全面的书目记录，按照公认的国际书目标准编制记录，
并尽快将其发布到定期出版的国家书目中。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IFLA 
International Office for UBC, & UNESCO, 1979.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书目机构没有唯一“正确”的管理模式。但是该机构应该： 

• 拥有建立和维护国家书目控制所需的权限 

• 根据其国家书目控制职责的范围，获得适当的资源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bibliography/publications/fin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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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践中，承担国家书目控制职能的机构可冠以多种名称，并按照多种行政结构

进行组织，例如： 

• 国家图书馆内设的部门或科组 

• 由多个专业国家图书馆提供服务的处理中心 

• 国家书目中心（或研究所） 

    由于其专业性和权威性，国家书目机构往往承担制定和维护书目标准的职责。分

配标识符（如 ISSN或 ISBN）的工作流程也与国家书目控制存在重叠。因此，国家书

目机构应在这一领域发挥带头作用，同时与其他书目团体开展合作，并发挥国家层面

的专业优势。 

    新编制的国家书目应优先全面记录现有的国家出版品，在此之后，如资源允许，

可记录旧的出版品。即使对于现成的国家书目来说，回溯性记录也可能存在挑战。由

于呈缴制度的推行滞后于媒介的扩展，总会有一些在呈缴立法生效前生成的信息载体

未被收录。 

2.3 国家书目机构的位置 

    虽然人们一致认为国家书目控制是国家书目机构的责任，但对于该机构应在何处

设立尚未达成共识。国家书目机构的职能通常由国家图书馆承担。然而，各国的行政

实践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一国或许将个别活动（如出版物编目）以合同形式外包，或

将全部职能交由私营组织承担（如丹麦的丹麦图书馆中心和英国的书目数据服务有限

公司）。 

2.3.1 国家图书馆承担国家书目机构的职能 

    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专业组将国家图书馆的职责定义如下： 

 

国家图书馆在一国的国家图书馆和信息系统中承担特殊职责，具体内
容通常由法律规定。这些职责因国家而异，但可能包括：根据呈缴制
度收集本国相关出版物（纸质版和电子版），并进行编目和保存；直
接或通过其他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向用户集中提供服务（如参考、书目、
保存、借阅）；保护和推广国家文化遗产；至少采集一套具有代表性
的外国出版物；推行国家文化政策；在全国素养活动中发挥带头作用。 
国家图书馆往往是国际活动和项目在本国的平台。这些组织可能与本
国政府有密切关系，关注国家信息政策的制定，并充当本行业其他领
域的意见反映渠道。这些组织有时也可直接满足立法机构的信息需求。 

 

    因此，从定义来看，国家图书馆是容纳国家书目机构的最佳选择。国家图书馆承

担的国家职责通常载入法律中，因此这些组织有权与出版商和贸易代表就呈缴、数字

版权管理和其他具有国家意义的事项进行谈判。这一职责为国家图书馆提供了制定长

期规划的保障。国家图书馆也可能拥有相对充足的资源来发挥领导作用和管理可持续

服务。 

    关于国家书目应作为单独的文件还是应列入国家图书馆的目录，尚无共识。针对

不同的国情应采用不同的办法。如果国家书目是目录的一部分，用户应该能够检索这

https://www.issn.org/
https://www.isbn-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dbc.dk/english
https://www.bibliographicdata.co.uk/
https://www.bibliographicdata.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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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内容。无论国家书目数据的组织方式如何，建议将国家书目单独展示，不与任何机

构或联盟的目录相混淆。 

    关于如何将国家书目纳入更广泛的书目服务，本文件将进行详细论述。 

2.3.2 其他机构承担国家书目机构的职能 

    在许多国家，国家图书馆也是为大学、公众或立法机构服务的机构图书馆。这些

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人员和经验，国家书目机构也将从中受益。因此，将国家书

目机构的职能委派给机构图书馆也是个有效的办法。 

    然而，一旦承担了国家书目控制的职责，该机构的使命、用户、任务和服务将不

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一种风险是，面对维持服务水平的压力，机构图书馆的国家职能

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一定要确保国家书目职能获得充足的资源。管理层必须对绩

效进行监督，并将国家职能和机构职能明确区分开来，明确界定各个方面的服务内容。 

2.3.3 独立的国家书目机构 

    国家书目机构也可作为独立机构成立，负责处理国家出版物。虽然已有一些非常

成功的案例（如丹麦图书馆中心），但独立机构也可能缺乏管理有效的书目服务所需

的权力和资源。因此，独立机构必然需要与负责管理国家收藏的机构密切合作。即使

国家书目机构在行政管理上是独立的，它仍然可以与国家图书馆或其他国家收藏机构

保持实质的关系。 

2.4 协作与国家书目机构 

2.4.1 协作与分布式机构 

    国家书目控制的职责通常分属于不同类型文献的收藏机构，例如，文本可能由国

家图书馆负责，电影和电视作品由国家电影档案馆负责。这些不同领域内部的职责可

以集中履行、进一步委派或分配。在许多国家，负责接收呈缴本的图书馆也可能分担

创建国家书目的职责。 

    协作或分布式结构可以调动分散的资源，并将其引导至书目控制的共同方向。分

担责任有助于分散管理呈缴制度的负担，但在分布式系统中可能难以保持一致性和标

准化。 

    尽管存在挑战，但随着资源的减少，协作模式越来越重要，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单

独收集所有文献。在这种情况下，建议设立一个由有关机构代表组成的编辑理事会，

专门负责监督国家书目的管理和编制。该理事会成员应具有呈缴和书目方面的专业知

识，以确保开展全面的书目控制。 

    强大的领导和良好的沟通对于吸引伙伴参与实现共同目标和管理变革是很有必要

的。管理层必须确保即使在分布式结构中，也能通过建立控制和指标来明确定义职责

和密切监督绩效水平。 

2.5 与出版商和媒体制作人合作 

    与出版商、媒体制作人和经销商开展有效合作对于成功且可持续开展国家书目工

作非常重要，原因在于： 

https://www.dbc.dk/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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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商和媒体制作人是主要的国家书目信息来源。 

• 法定呈缴或自愿呈缴的成功开展取决于出版商的合作。 

• 出版商和其他纳税人有权期待国家书目机构安全高效地处理呈缴资源。 

    出版商可以通过出版物知名度的提高，从国家书目工作的成功开展中受益。 

2.6 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国家书目的用户和目标、可用的资源以及国家书目机构的

组织或政治背景。例如，潜在客户的支付能力和意愿会影响到是否对书目或相关产品

收费的决策。具体的价格和收费方法可能需要在创收与吸引（或不阻止）潜在客户之

间取得平衡。 

    商业模式应考虑直接成本（如营销、生产和销售成本）。提供国家书目服务的成

本应视为资本成本，并与提供服务的经常性成本分开。间接成本（如催缴、编目和日

常开支）在多大程度上列入经常性成本，将主要取决于国家书目的编制环境。环境还

将决定国家书目的提供条件。 

2.6.1 用户与要求 

    为了选择合适的商业模式，国家书目机构应首先确定潜在用户，以及这些用户对

国家书目的需求。 

    用户包括： 

• 图书馆员，开展书目核查、采集和元数据共享 

• 书商，进行书目核查以及订购 

• 出版商，将书目作为营销或促销工具，以及获取标准化元数据（包括标识符）

的途径 

• 书目公司，将书目记录再次出售给图书馆和书商以获取利润 

• 线上信息集成商，依赖规范元数据（如“维基百科”和“谷歌学术搜索”） 

• 公众，通过书目了解新的出版物 

• 历史学家、书目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协助开展当前和回溯性研究 

• 外国研究人员、图书馆、出版商和书商，寻找目的国出版物的获取渠道 

    用户对国家书目的具体需求包括： 

• 获得本国的智力成果清单 

• 获得本国出版的所有书刊的完整清单，用于记录其存在并明确识别 

• 获得本国所有出版物的完整统计清单，用于监管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行业 

• 获得本国为特定用途或客户出版的部分重要书刊清单 

• 接受宣传服务，即针对读者的兴趣领域，在国内出版相关书刊时予以提醒 

• 获得有关本国出版历史的回溯性记录 

• 为有打印障碍的读者提供无障碍服务 

2.6.2 收取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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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书目是否应收取费用，这是国家书目服务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某些情况下，

作为政府机构的国家图书馆可能需要免费提供服务。在其他情况下，为了保障服务水

平，图书馆可能需要收回一些成本。对书目信息和服务收取费用可能会对元数据的再

利用造成障碍；理想的情况下，服务和数据应尽可能免费。政府政策和国家竞争政策

可决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收取费用。 

    一些国家政府不允许国家书目机构（同时也是本国政府机构）保留出售国家书目

产品所产生的收入。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在确定商业模式之前，阐明国家书目的宗

旨和范围是很有必要的。 

2.6.3 定价服务 

    对于任何国家书目服务来说，了解成本和潜在市场至关重要，但获得部分或全部

费用支持更加关键。差别定价结构可以确保学校和支付能力较低的群体（如学生和失

业人员）能够在支付能力较高的群体的资助下获取书目信息。 

    因此，提供定价服务的国家书目机构必须： 

• 设计可负担的服务组合 

• 严格控制成本 

• 寻找机会，利用最高效的技术提供服务 

• 确保定价产品和服务能够真正收回直接成本 

• 取消无法盈利的服务和产品 

    国家书目可提供多种服务和产品，例如： 

• 现有可机读书目记录，提供给书目公司、图书馆和书商等用户 

• 按年订阅的所有印刷版国家书目的副本 

• 用于回溯性转换的书目记录 

• 增值服务，例如当前认知度数据，或者为特定用户定制的统计数据或部分数据 

2.6.4 免费或公开服务 

    在许多国家，国家书目服务是作为一种公益服务免费提供的，该商业模式的基础

在于，免费获取信息激励了一国的教育、文化和经济生活。其他图书馆和国家机构可

以通过反复使用为国家书目编制的书目数据获得经济效益。成本通常由一国政府承担。 

    越来越多的政府政策规定，使用公共资金购买的信息应在公开许可和免费的情况

下提供给国家使用。资金也可以来自不同的政府部门或机构，如教育、文化、贸易和

创新部门等。 

2.6.5 混合模式 

    国家书目机构可根据提供服务所需的资源，创建免费和收费服务的组合。例如，

在线网络目录的基本服务可以免费提供，而针对特定用户的定制或增值服务可以定价。

另外，第三方商业机构授权使用的记录可能会存在限制条件，在限制期限结束前无法

免费提供。国家书目机构所处的财务和政治环境将不可避免地决定这一领域的选择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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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案例 

2.7.1 加拿大 

    加拿大国家书目 Canadiana包括在加拿大制作的出版物，或者在其他地方出版但

与加拿大人有密切关联或有重大影响的出版物。从 1953年开始，加拿大书目每月出版

一期印刷版，后来以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的形式发布，再后来以只读光盘

（CD-ROM）的形式每年发布一次。20世纪 90年代，只读光盘、缩微胶片和印刷品均

停止发布。从这时起，图书馆的在线目录被视为累积国家书目的延续。自 2018 年以来，

加拿大图书馆的目录为 Aurora，并被纳入国家联合目录 Voilà。两者都托管在 OCLC的

WorldCat Discovery服务中。 

    20世纪 70年代，图书馆启动了一项 MARC记录分发服务（MRDS），向图书馆和其

他订阅者分发 Canadiana MARC记录；到了 80年代，Canadiana记录可在线获取。截

至 2019年，完整的 MARC记录分发服务已停止，但是在“加拿大政府存管服务计划”

（ Government of Canada Depository Services Program）每周采购的联邦政府出版

物清单中，选定资源的书目记录作为可下载的 MARC 21文件免费提供。 

    加拿大国家图书和档案馆（LAC）是加拿大的国家书目机构。它也是联邦政府的一

个部门，因此之前从 Canadiana获得的所有收入都归入了代表加拿大人民利益的“一

般收入基金”（General Revenue Fund），而非直接归入图书馆的预算。 

    随着时间的推移，Canadiana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变化： 

• 对 Canadiana印刷品、缩微胶片或只读光盘产品以及 MARC记录分发服务的订阅

收取少量费用。 

• 从以前的在线目录 AMICUS中下载 MARC记录最初需要订阅；1997年，这项服务

的收费被取消，MARC 记录通过目录免费提供，也可通过 Z39.50 协议免费获得。 

• Aurora已取代 AMICUS，成为加拿大国家图书和档案馆新的公共目录。

Canadiana MARC记录现在只提供给订阅了 OCLC WorldCat目录的图书馆。加拿

大国家图书和档案馆承担符合条件的小型公共图书馆和学术图书馆的订阅费用。 

2.7.2 法国 

    法国国家图书馆（BnF）是法国的国家书目机构。1811年，《法国国家书目》开

始出版，其中包括法国本土出版的、在法国印刷或在法国发布超过 100份的出版物。

自 2001 年以来，书目作为一种特殊出版物在图书馆网站上发布，分为五个部分（图书、

连续出版物、音像资料、印刷音乐作品和地图），每个部分的发布周期不同：其中的

单个记录可免费获取和下载。这些记录也可通过 Z39.50和 SRU协议获取。 

    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提供 MARC记录分发服务，以订阅的形式提供 UNIMARC和

INTERMARC格式的记录。这项服务是收费的，但是法国公共图书馆不需要支付费用。

该馆同时还提供回溯性文件或定制文件，价格各不相同。 

    法国国家图书馆提出了一项原则，即无论根据何种协议获取记录，个人用户都可

通过图书馆目录以及国家书目免费下载记录。法国国家图书馆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使用

书目记录的法律框架。重点包括： 

https://www.bac-lac.gc.ca/eng/services/canadiana/Pages/canadiana-national-bibliography.aspx
https://bac-lac.on.worldcat.org/
https://canada.on.worldcat.org/
https://www.bac-lac.gc.ca/eng/services/cataloguing-metadata/Pages/marc-records-distribution.aspx
https://library-archives.canada.ca/?requestUrl=https:/www.bac-lac.gc.ca/eng/services/MARC21/Pages/introduction.aspx
https://www.bac-lac.gc.ca/eng/Pages/home.aspx
https://www.bnf.fr/fr
https://bibliographienationale.bnf.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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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数据库中提取书目记录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使用、改编、修

改和分发这些记录，前提是将它们用于增值衍生产品或服务。 

• 作为免费使用的回报，客户应承诺在计算机记录的适当字段中永久保存引用来

源。 

    从法国国家图书馆获取的书目记录不得转让给第三方，除非用户已作出更改，用

于生产增值产品或服务。 

2.7.3 意大利 

    意大利国家图书馆（BNI）负责描述在意大利出版并由佛罗伦萨国家中央图书馆根

据呈缴制度接收的资源。目前已出版了四个系列：专著（月刊）、印刷音乐作品（半

年刊）、期刊（半年刊）和论文（半年刊）。自 2015年起，意大利国家图书馆出版的

书目（2012年以来以数字形式出版）支持 PDF、UNIMARC和 XML格式下载。意大利国

家图书馆书目已在佛罗伦萨国家中央图书馆网站上发布和传播，提供开放获取。 

2.7.4 立陶宛 

    立陶宛国家书目收录立陶宛出版商出版、立陶宛作者所著和与立陶宛主题有关的

出版物。现有国家书目从 1928年到 1943年，以及从 1947年到现在每月印刷出版。 

基于 UNIMARC的国家书目记录始于 1998年，目前，立陶宛出版的文献和与立陶宛有关

的文献书目记录可在网上免费获取，不受限制。 

    自 1992年以来，立陶宛国家图书馆始终履行立陶宛国家书目机构的职责。立陶宛

国家书目的商业模式如下： 

• 国家书目数据库和国家图书馆目录中的 UNIMARC记录是免费的。这些记录也可

通过 Z39.50协议获取。 

    订购已出版的国家现有和回溯性书目需要支付少量费用。这项服务的订购用户包

括学术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以及国内外其他机构。 

2.7.5 瑞典 

    瑞典国家书目 Svensk bokförteckning直到 2003年才以印刷形式出版。瑞典国家

图书馆开展了国家书目的编纂工作，但产品通过出版商 Tidningsaktiebolaget 

Svensk bokhandel销售，并通过 Seelig分发。 

    自 2004年起，国家书目已被纳入国家科研图书馆联合目录 Libris。访问 Libris

和下载记录一直是免费的。国家书目机构编制国家记录的资金由政府提供，因此该机

构从未认真考虑过收费问题。此外，瑞典国家图书馆编制的记录在某些情形下以其他

图书馆的编目为基础，因此收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2.7.6 瑞士 

    《瑞士图书》（The Swiss Book）是瑞士国家图书馆（SNL）出版的瑞士国家书目。

该书目包含瑞士全部媒介形式的出版物：图书、地图、印刷音乐作品、电子出版物和

https://www.bncf.firenze.sbn.it/biblioteca/bibliografia-nazionale-italiana/
https://nbdb.libis.lt/
https://www.lnb.lt/en/
https://www.kb.se/
https://www.kb.se/
http://libris.kb.se/
https://nb-helveticat.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any,contains,sb&tab=Swissbook&search_scope=Swissbook&vid=41SNL_51_INST:swissbook&sortby=rank
https://www.nb.admin.ch/https:/www.nb.admin.ch/snl/en/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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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文献、期刊、报纸、年度出版物和连续出版物。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出版物被

视为瑞士出版物： 

• 至少三分之一的作者是瑞士人 

• 由瑞士本国出版社出版 

• 至少三分之一的内容与瑞士有关 

    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出版物将被收录在《瑞士图书》中： 

• 内容是公开的  

• 至少有六页内容 

• 出版年限少于十年 

    出自瑞士翻译人员、编辑或撰稿人之手，或由居住在瑞士的作者撰写的作品由瑞

士国家图书馆收藏，但不会收录在《瑞士图书》中。 

    《瑞士图书》在网上有不同版本。自 2001 年发行以来，该书目始终提供免费获取。

搜索界面是瑞士国家图书馆在线目录 Helveticat的一部分：因此，搜索功能与在线目

录相同，例如可以按著者、标题或关键词检索。用户可以在线订购和借阅文件，也可

以编制书目。 

    2007年，基于订购的印刷版书目停止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可下载的 PDF版本，它

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印刷版的内容相同。PDF格式的《瑞士图书》是双月刊。 

2.7.7 英国 

自 1950年以来，新的图书和连续出版物都会收录到英国国家书目中。2003年，

法定呈缴制度将电子出版物囊括进来，因此英国国家书目的收录范围也放宽至这类文

献。《英国国家书目》还包括即将出版的图书的详细信息。根据英国图书在版编目，

新出版图书的信息将在已公布出版日期的 16个星期前收录到国家书目中。 

《英国国家书目》由英国国家图书馆出版。从 2009年起，它可以通过英国国家图

书馆的主目录免费在线获取。英国国家图书馆为用户提供了多种免费和收费的选择。 

2.8 呈缴制度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收集本国出版物的最有效方式是通过呈缴制度。国家书目

服务国际会议（ICNBS）重申了“呈缴制度在确保国家文化和知识遗产以及语言多样性

得到保护并为当前和未来用户所用方面具备的价值”。 

    国家书目机构与出版商或立法机构合作制定呈缴协议时，应遵循《IFLA/UNESCO

呈缴立法指南》。 

    呈缴制度可能存在多种形式，但主要表现为以下基本形式： 

• 法定呈缴 

• 自愿呈缴 

• 混合呈缴 

2.8.1 法定呈缴 

http://www.helveticat.ch/
http://www.nb.admin.ch/sb-pdf
http://search.bl.uk/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id=BLBNB
http://www.bl.uk/bibliographic/cip.html
https://www.bl.uk/
https://archive.ifla.org/V/press/icnbs.htm
https://archive.ifla.org/V/press/icnbs.htm
https://www.ifla.org/resources/?oPubId=8072
https://www.ifla.org/resources/?oPubId=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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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呈缴是一项法定义务，要求出版商、经销商以及（某些国家的）印刷商向本

国收藏机构免费提供其出版物的副本。在许多国家，这一范围放宽至电子资源以及其

他非印刷形式的出版物。 

    呈缴立法还可以要求国家书目机构对通过呈缴制度获取的文献承担以下义务： 

• 长期保存 

• 描述 

• 获取 

• 限制对此类文献的使用或处理 

2.8.2 单独立法或在原有法律基础上立法 

    在一些国家，呈缴制度有单独的立法；而在其他国家，呈缴制度在其他法案或法

律（如《国家图书馆法》）中规定。根据经验，单独制定呈缴法比在其他专门立法

（如言论自由法案）中添加一小部分有关呈缴制度的内容更有效。 

    呈缴法一般规定了呈缴制度的基本原则。它通常附有具体条例或其他类型的法律

文书，规定该制度的细节，如需要呈缴的文献类型、副本数量、时效性等。无论立法

类型如何，呈缴法必须解决合规问题，并提供将呈缴范围放宽至新型媒介的机制。 

2.8.3 呈缴法的制定 

    国家书目服务国际会议第 2条建议敦促目前缺乏呈缴法的国家尽快制定该立法。

还有一条建议是评估现有呈缴法，确保其符合当前的需要。一般来说，旧的立法往往

会遗漏新型文献，如视听或电子资料。 

    国家书目服务国际会议第 3条建议总结了呈缴法应满足的要求： 

新的呈缴法，或依据此类法规制定的条例应阐明呈缴的目的；应确保
副本的呈缴与实现上述目标相关；术语和措辞应全面，应包含现有类
型的具有信息内容的文献，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类型文献；并应
规定执行办法。该立法可考虑在一个以上的国家机构之间分担呈缴责
任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所有类型的出版文献都应遵循呈缴制度，无论格式如何。其中包括视

听资料和在线电子文件。如果某一类型的出版物不受其约束，则应基于内容，而非信

息载体。 

2.8.4 呈缴本数量 

    各国规定的呈缴本数量存在很大差异。从目前的一般趋势来看，呈缴本的数量在

减少，而非增加。有证据表明，当呈缴本的数量较多，尤其是文献制作成本较高时，

信息制作者的呈缴意愿就会降低。《IFLA/UNESCO呈缴立法指南》建议至少呈缴两份

文献，一份用于保存，另一份用于公众使用。 

2.8.5 呈缴法的执行 

https://www.ifla.org/resources/?oPubId=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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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国家表示缺乏执行呈缴法的相关规定。呈缴的执行（无论是法定呈缴还是自

愿呈缴）是个问题。呈缴会产生一些费用，出版商不愿意承担。国际图联建议在呈缴

法中规定执行机制。 

    国家书目机构需要法律的制约来履行其职责，但一般认为，执法是最后的手段。

对出版商实施处罚并不会鼓励他们参与书目控制。罚款如果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增长速

度，就失去了威慑作用。 

    英国的经验表明，及时催缴有助于鼓励遵守呈缴法。在一些国家，版权登记成为

了激励出版商呈缴的一种办法。国家书目机构应通过提升业务的效率和及时性鼓励呈

缴，并努力与出版商建立良好关系。然而，必须让出版商了解他们的义务，同时还要

强调及时呈缴的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 

2.8.6 自愿呈缴 

    “自愿呈缴”是指出版商在没有正式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承诺向国家书目机构呈缴

文献的协议。国家书目机构还可在协议中就所收到文献的描述、长期保存和获取作出

承诺。有效的自愿呈缴协议应包括许多与正式法定呈缴协议相同的特征，无论是印刷

品还是数字文献。 

2.8.7 混合呈缴 

    在一些国家，呈缴安排可能是法定呈缴和自愿呈缴的混合。这种混合安排可能是

国家书目机构针对有限的法定呈缴范围提出的实际应对方法。选择性的自愿呈缴计划

也可能源于国家书目机构与特定领域（如唱片行业）之间的长期协议。 

    自愿呈缴计划可能是临时性的，例如政府和国家书目机构尝试通过自愿呈缴安排

将呈缴范围扩大到新的文献类型。风险在于，此类临时计划最终可能不会发展为法定

呈缴。因此，国家书目机构应监管此类计划与其他类型文献的正式计划的相对有效性，

从而为扩大法定呈缴范围提供依据。 

2.9 案例 

2.9.1 意大利 

    意大利的法定呈缴制度包含两个层面（国家和地区/地方）。根据 2004年 4月 15

日颁布的第 106号法律和 2006年 5月 3日发布的第 252号总统令，所有出版商必须将

其出版物的一份呈缴给佛罗伦萨国家中央图书馆，一份呈缴给罗马国家图书馆，用于

建立国家出版制作档案，另外还要向本地区内的图书馆呈缴额外的副本，用于建立地

区/地方出版制作档案。 

2.9.2 日本 

    根据《国立国会图书馆法》（1948年 2月 9日第 5号法律），日本出版商有义务

向国立国会图书馆（NDL）提交所有新出版物的副本。 

    政府机构必须第一时间向国立国会图书馆提交规定数量的出版物副本。对于私人

出版的作品，出版人必须在 30天内向国立国会图书馆发送其最佳版本的完整副本。 

https://www.ndl.go.jp/en/aboutus/laws.html
https://www.ndl.go.jp/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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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还掌管一个分馆系统，为政府行政和司法部门提供图书馆服

务。这些分馆设在各政府机构和最高法院。分馆也实行呈缴制度，它们是政府机构出

版物的收集点。 

    私人出版物几乎全部通过大型批发商呈缴至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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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立陶宛 

    2006年 11月 11日修订的《立陶宛共和国政府法》取代了 1996年 11月 22日的

《立陶宛政府法》，涵盖图书、期刊、印刷音乐作品、缩微文献、视听文献、地图、

图片和电子出版物以及以盲文文献。 

立陶宛是最早开始整理本国出版物档案（2002年）并实施网络文件书目控制的欧洲国

家之一。 

2.9.4 挪威 

    1989年 6月 9日制定的《挪威一般公开文件呈缴法》于 1990年 7月 1日生效，

它是第一批包括线下和线上数字出版物的呈缴法。该法案涵盖纸质文献（如图书、期

刊、明信片和照片）、录音、电影、视频、广播录音和数字出版物。自 2005年以来，

挪威定期采集全国范围内的出版物，同时采用了更具选择性的采集方法，例如基于事

件收集和下载报纸。 

2.9.5 瑞士 

    瑞士没有关于呈缴的联邦法律。然而，瑞士国家图书馆（SNL）与两家全国出版商

协会——瑞士书商和出版商协会（Schweizerischer Buchhändler- und Verleger-

Verband）以及瑞士经销商、出版商和书商协会（Association Suisse des 

Diffuseurs, Éditeurs et Libraires）签订了自愿呈缴协议，以丰富其馆藏。 

    根据这些协议，出版商向瑞士国家图书馆呈缴所有新出版物的一份副本，后者将

这些出版物添加到《瑞士图书》、国家书目和在线目录 Helveticat中。瑞士国家图书

馆负责妥善保存这些出版物，并统计瑞士文学成果的年度数据。该馆每年还购买约

11000本图书，主要是国外出版的专著和连续出版物。 

    在缺乏正式的呈缴制度的地区，图书馆工作人员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跟踪和催缴

出版物。据估计，印刷版专著的涵盖率达到 90%，但通过催缴来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需

要长达两年的时间，因为并非所有出版商（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出版商）都会主动呈缴。

在线数字资源的呈缴情况仍在调查中。 

2.9.6 英国和爱尔兰 

    英国和爱尔兰可以放在一起研究，因为尽管两国都有自己的立法框架，但出版商

承担的呈缴义务是跨越两国国界的。 

    英国的《2003年图书馆呈缴法》和爱尔兰的《2000年版权和相关权利法》规定，

两国的出版商和经销商必须呈缴出版物。 

    根据法律，英国和爱尔兰的出版商和经销商有义务将出版文献呈缴至六家共同保

存不列颠群岛的国家出版档案的图书馆，包括： 

• 英国国家图书馆 

•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 剑桥大学图书馆 

• 苏格兰国家图书馆（爱丁堡） 

•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图书馆 

https://www.nb.admin.ch/snl/en/home.html
https://www.sbvv.ch/
https://www.sbvv.ch/
https://www.livresuisse.ch/
https://www.livresuisse.ch/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3/28/contents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2000/en/act/pub/0028/index.html


 24 

• 威尔士国家图书馆（阿伯里斯特威斯） 

    出版商有义务在出版物出版后一个月内向英国国家图书馆呈缴一份副本。其他五

家图书馆有权要求出版商提交副本。实际上，许多出版商会在图书馆提出要求之前将

其出版物呈缴给所有六家图书馆。英国可以通过法庭命令要求强制执行，并将罚款作

为最后的手段。在爱尔兰，出版商可能需要呈缴多达 13份，不遵守呈缴要求可能会承

担巨额罚款。 

    所有印刷出版物均属于呈缴范围。根据《2013 年呈缴图书馆（非印刷品）条例》，

电子出版物也纳入呈缴范围。在爱尔兰，《2000年版权和相关权利法》将呈缴范围拓

宽至电子格式文献。 

    由于缺乏关于视听文献的呈缴立法，英国国家图书馆声音档案馆与英国唱片业协

会签订了一项长期协议，根据该协议，协会会员同意将国内所有录音资料免费呈缴最

多两份。在实践中，接收协会会员和其他唱片公司出版成果的数量取决于可用于监管

这些成果和催缴的资源。 

2.10 流通 

    《IFLA/UNESCO呈缴立法指南》建议在出版之后尽快呈缴。此外，国家书目服务

国际大会第 7条建议指出： 

国家书目应在文献出版后尽快收录。应针对书目的有效流通作出规定，
并定期更新以满足用户需求，确保用户第一时间获取所列文献。 

    就国家书目的流通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点。出版后尽快收录文献是当前宣传服务

的基本要求。虽然流通取决于呈缴的及时性，但国家书目机构也有义务第一时间处理

这些出版物。 

    国家书目机构必须认真监管国家书目的流通，并采取行动应对流通率的下降。应

根据出版物的处理延迟的原因采取适当的行动，同时不断改进工作流程，确保文献处

理工作高效开展。 

    流通也可以为想要推广其产品的出版商创造价值。可以鼓励出版商“批量”呈缴

图书，以提高效率，并让他们了解到及时将图书收录到国家书目中的好处。 

    图书在版编目（CIP）安排，即出版商在出版前提供书目信息，是提高信息流通性

和国家书目对于馆藏开发的价值的一种手段。 

2.10.1 图书在版编目概述 

    图书在版编目计划可为出版商和图书馆提供帮助。 

• 对于出版商而言，该计划是通往图书馆图书采购市场的桥梁。 

• 对于图书馆而言，它是一种提醒服务，帮助用户群体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图书。 

    图书在版编目计划的一般流程如下： 

1. 国家书目机构确定需要为该计划提供的数据，并提供纸质版或电子版信息表供

出版商填写，以及咨询联系方式。 

2. 出版商在出版前几个月向国家书目机构提供相关出版物的详细信息。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13/777/contents/made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2000/en/act/pub/0028/index.html
http://www.bpi.co.uk/default.aspx
http://www.bpi.co.uk/default.aspx
https://www.ifla.org/resources/?oPubId=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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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信息用于创建初步记录或“图书在版编目”记录。 

4. 初步记录发布至国家书目中。 

5. 可将图书在版编目记录的一份副本提供给出版商，后者将其印在书上，方便图

书馆将该本书进行编目。在某些情况下，记录不会显示在图书上，但出版商会

发布一份声明，表示图书在版编目记录可从国家书目机构获取。 

6. 书目机构收到资源后，将更新初步记录，反映相关出版物的信息。 

7. 最后更新的图书在版编目记录将发布至国家书目中。 

2.10.2 制定图书在版编目计划 

    图书在版编目计划没有统一的格式；所有国家书目机构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针对当

地需求制定的计划。国际图联在 2003—2004年针对图书在版编目计划展开了调查

（《图书在版编目计划调查报告（2005）》） 

    制定图书在版编目计划时要注意： 

• 出版商的积极参与是该计划成功的关键。因此，国家书目机构必须宣传出版商

和相关组织能从图书在版编目中获得的利益。 

• 图书在版编目计划是自愿加入的，应免费向参与的出版商开放。 

• 参与图书在版编目计划不得干扰出版商的正常工作。 

    国家书目机构必须确保图书在版编目计划获得充足的资源，并根据需要提供合适

的商业案例。 

2.11 案例 

2.11.1 加拿大 

    在加拿大，协调该计划的职责由加拿大国家图书和档案馆承担，该馆与魁北克国

家图书和档案馆合作实施该计划，后者为魁北克的法语出版商提供服务。 

2.11.2 英国 

    英国国家图书馆发现，将图书在版编目计划的实施外包给商业书目机构更具成本

效益。英国国家图书馆每年向承包商支付一定的图书在版编目记录的费用，并制定内

容和质量标准。 

2.11.3 美国 

    在美国，该项服务直接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管理和实施。 

2.12 国家书目服务的推广 

    国家书目的推广应以出版商和图书贸易团体、版权管理组织、研究人员、媒体和

公众为对象，他们可以从国家出版成果的全面且及时的信息中获益。然而，直到最近，

由于市场的专业性质，国家书目机构尚未优先向一般受众推广国家书目。国家书目的

潜在用户不仅限于传统的图书馆环境中，本文件后面将详细讨论（见第 3章）。 

https://www.loc.gov/catdir/cipsurvey/IFLA_CIP_Survey_Report.pdf
https://www.loc.gov/publish/c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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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书目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进行推广。国家书目机构有必要在其网站上提供明

确、直接的国家参考书目链接。一些国家书目机构采用了 RSS feeds等技术，通过宣

传针对公众的特定需求出版的新作品，向他们推广国家书目。同样，“新书”网页或

网站可以吸引人们关注最近出版的新作品。国家书目也可由谷歌和雅虎等主要搜索引

擎采集，同时注明出处。 

    国家书目通常由公共资金支持，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将其视为国家数据资产，

并根据开放许可条款免费提供。推广根据这些条款提供的国家书目存在一些挑战，包

括资源的获取，以及拓展不熟悉图书馆标准的潜在新用户群体，例如研究人员或开发

人员社群。 

2.13 知识产权和其他权利问题 

2.13.1 版权 

    版权法保护： 

• 创作者因其作品获得认可和奖励的权利 

• 信息获取和思想自由方面的公共利益 

    每个国家的版权状况各不相同。然而，对于印刷文献的处理方式已较为成熟并广

为人知。由于相关技术的迅速发展，有关电子资源的状况仍在调查中，目前尚不明确。 

    国家书目机构必须承认创作者和出版商有保护其作品的合法权利。国家书目机构

应与出版商和创作者合作并建立信任，确保用户能够获取呈缴至该机构的电子资源。 

2.13.2 数字版权 

    电子资源的获取往往受到合同和技术保护措施的限制。针对数字作品签订的合同

可能会施加一些获取的限制条件，甚至会超出印刷资源的限制程度。 

    对电子媒介施加的限制不仅会约束获取行为本身，还可能对国家书目机构的其他

职能产生影响。例如，电子资源中嵌入的防护措施可以防止以保存为目的复制资源，

或者防止在指定时间过后继续访问资源。 

    国家书目机构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升人们对于获取呈缴电子资源的信心，例

如： 

• 可对资源的获取地点施加限制，例如国家图书馆内部的计算机。 

• 可对同一时间能够获取呈缴资源的用户数量施加限制。 

• 可对哪些人员（例如国家书目机构的注册用户）有权获取呈缴资源施加限制。 

    然而，国家书目机构也必须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自由获取信息是一项公共利

益。国家书目机构应与政府合作，确保相关保护措施不受破坏。 

    国际图联版权和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声明，在知识获取条约和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发展议程的背景下探讨这些问题。国际图联明确呼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

图书馆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知识经济竞争；同时敦促该组织接

管公共领域，确保公共领域的资源不会因技术保护措施的实施而无法获取。 

https://www.wipo.int/ip-development/en/agenda/
https://www.wipo.int/ip-development/en/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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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标和价值 

3.1 国家书目的使命 

3.1.1 明确国家书目的重要意义 

    由于国际化、数字化和媒体融合的发展，新发布的以及越来越多的信息都通过网

络提供。国家书目机构需要提供其他机构无法提供的服务，例如发布公开数据或制定

最高的可靠性标准；此外，国家书目的价值始终是显而易见且广为人知的。 

3.1.2 基本目标 

传统上，国家书目服务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协助图书馆开展具有
成本效益的编目工作。第二，推动图书馆开展选择和采集活动。第三，
进一步加强用于文献提供的信息检索。如今，这些目标仍然适用。发
生变化的是实现这些目标的环境。 

Vitiello, G. (1999). Legal deposit and national bibliographic 
services: developments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ooperative 
perspective and the convergence phenomenon. 

    在一国和全球范围内，及时提供的完整的国家书目是重要的信息资源，表现在以

下方面： 

• 图书馆与类似机构的选择和采集 

• 编目（直接用于抄录编目或数据关联；间接用于编目支持） 

• 核实作者身份和出版历史 

    此外，对于子孙后代来说，国家书目也是国家出版品的重要记录。 

    作为一套数据集，国家书目应在以下方面提供支持： 

• 提供复杂的检索和多种获取渠道 

• 关联到本地目录或全文文本，便于获取目标出版物 

• 以统计、展示、研究以及在图书馆之外的空间提供数据服务为目标，开展数据

分析 

3.1.3 选择和采集 

    国家书目是选择和采集文献的工具，因此也是出版界的宣传工具。为了履行这一

职能（Lewis, 1991）： 

    数据必须在出版后第一时间公开，最好可以在出版之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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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选择工作，主题和目标受众数据以及价格最为关键；而对于采集工作，有

关出版商和经销商、销售条件，还有 ISSN 和 ISBN 等标准标识符数据更加重要。

然而，使用其他信息来源获取销售条件数据的做法越来越普遍。 

• 书目记录的格式须确保能够将数据便捷地导入本地信息系统或目录。 

3.1.4 编目 

    国家书目作为一种编目工具的要求包括： 

• 记录的高质量和完整性（包括主题分析和分类） 

• 覆盖全面 

• 新记录的及时获取 

• 符合国家和国际标准 

• 回溯性书目与当前书目之间存在连续性 

• 将记录便捷地复制到本地目录 

• 或者利用数据模型关联到国家书目中描述的实体，便于直接使用本地目录中的

数据 

3.1.5 验证 

    图书馆、出版行业或图书贸易行业以外的读者也可以使用国家书目，从而： 

• 统计一国的出版成果 

• 提供证据来证明政府政策对教育、语言、经济活动等领域的影响 

• 揭示一国在出版所需出版物方面的自给自足程度 

• 在信息来源越来越模糊的世界中确认谁发表了什么 

3.2 定义 

    什么是国家书目？ 

 
当前的国家书目是反映一国文化的一面镜子。通过查阅当前的国家书
目，人们可以了解一国的独特之处。该国对农业和技术的重视，各种
语言的出版物反映出的社会构成，本国生活中重要的特殊习俗和仪式，
对教育、文学和科学的重视，现代著名的文学作家，以及国内的政治、
社会和宗教趋势都可以从书目中明显地判断出来。当前的国家书目应
反映一国的利益和特征，就像镜子能反映一个人的特征一样。 

Bell, B. L. (1998). An annotated guide to current national 
bibliographies (2nd completely rev. ed.). München: K.G. Saur  

    五十多年前，国家书目的定义如下： 

 

http://www.issn.org/
https://www.isbn-inter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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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当前国家）书目是一个完整的清单，包括一国内部、前
一年或更短时间内出版的所有图书、文件、手册、连续出版物和其他
印刷品。 

Conover, H. F. (1955). Current national bibliographie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前一个定义更为笼统：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书目被定义为国家出版品（即国家出版

行业的成果【商业和非商业领域，包括政府和官方出版物】）的规范且全面记录的集

合，定期出版，并尽可能第一时间发布。它是由国家书目机构根据国际标准编制的。

出版细节和作者身份经过了详细调查与核实。 

    然而，技术的进步、网络和大量电子信息资源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出版行业的

变化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国家书目的范围。这些发展，加上搜索引擎技术的进步和新方

法的出现（例如关联开放数据），要求对国家书目服务开展重新评估。 

3.3 与呈缴制度的关系 

    呈缴制度是法律或其他法规规定的义务，要求印刷商、出版商和经销商向国家图

书馆或其他“接受呈缴的图书馆”无偿提供一份或多份出版物。在一些国家，出版商

希望早日获得出版物登记号，因此会与国家书目机构达成自愿呈缴协议。 

    为了确保国家书目控制工作有效开展，并提高成果的可信度，一国国家书目条目

的登记必须与该国的法定或自愿呈缴职能相关联。 

    国际化、数字化、媒介融合和呈缴范围的扩大使范围界定和选择工作变得更加复

杂。在国家层面，各国均需要对本国的出版品作出界定。 

3.4 国家书目机构与国家书目的作用 

    在许多国家，国家图书馆负责编制国家书目。然而，国家书目与国家图书馆目录

不是同一个概念，因为各自的范围不同。 

• 在某些情况下，目录是国家图书馆的馆藏记录。一些在国外出版的，或与国家

文献没有直接联系的馆藏文献将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国家书目之外。 

• 国家书目是国家出版档案的记录，因此可能包含国家图书馆馆藏之外的文献。

当国家出版档案的采集和编目职责分属不同的机构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国

家书目还可能包括即将出版的作品的记录，通过图书在版编目计划告知国家书

目机构。 

    每个国家书目机构都会遵循最符合自身需求的编制模式。国家书目可以是国家图

书馆对其馆藏进行编目的结果；或者，由国家书目机构创建的记录也可以收录到国家

图书馆目录中。 

    理想的情况下，国家书目和国家图书馆目录是根据相同的数据库编制的。无论采

用哪种编制模式，都应确认国家图书馆目录和国家书目之间的重叠部分，通过书目元

数据的再利用，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同时尽量减少人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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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国家书目的编制效率 

    元数据的有效再利用取决于它的标准化和一致性。国家书目和图书馆目录应遵循

相同的标准——理想的情况下，其他图书馆目录也应遵循相同的标准——工作流程应

尽可能整合。工作流程的各个阶段（选择、采集、获取和描述）都会再利用先前存在

的元数据。在工作流程中的任何阶段添加的元数据应符合特定目的；也就是说，数据

应准确，并遵循适用于此类数据的标准和政策。标准化的工作流程更易于实施自动化。

异常处理属于资源密集型工作，应通过持续改进尽量避免。 

    在实践中，有时需要将专属于特定产品或服务的元数据进行分配，例如，用于控

制某一期国家书目中某一条记录的发布，或用于识别每一条记录将出现的章节的代码。

元数据还可以提供用于管理流程或馆藏的信息。有关方面应认真思考分配此类元数据

的最有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如果一个目标或机构所需的元数据与分配给另一目

标或机构的元数据产生了冲突，就会降低效率。通用标准和当地惯例之间可能会产生

冲突。从长远来看，遵守标准将比遵守当地惯例更有效。 

    元数据和工作流程合理化改革所带来的挑战不应被低估。根深蒂固的流程和政策

改变起来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是不解决这些问题也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无论

目的是否合理，重复的流程都会给资源造成压力，而且从长远来看不太可能持续。主

题分析是编目过程中一项资源密集程度较高的工作，应优先考虑重复利用这个过程中

分配的任何主题元数据，或至少将其保存。要注意，某些资源可能通过主题索引被检

索了两次，并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流通性，同时其他资源可能根本没有被检索到。国

家书目提供标准主题分类或索引的职责与管理国家图书馆馆藏所采用的地方分类实践

之间可能存在紧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应保留标准元数据，并添加至本地系统，最

好能够实现自动转换或交叉运行。 

    建议根据同一套逻辑数据集编制国家书目和国家书目机构的目录。编制新国家书

目的机构最好将国家书目和国家书目机构目录重新定义为从一套综合书目数据中衍生

出来的独立产品或观点。 

3.6 国际建议 

    国家书目最近才被定义为书目系统或专门的国家书目。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 19世

纪中期的文献中，主要代表全国性的图书列表。直到 20世纪上半叶，人们才接受更广

泛的定义。（Madsen, 2000） 

    1950 年 UNESCO 国际会议、1977 年 UNESCO 与国际图联联合会议以及 1998 年

11 月国际图联大会作出了重要决定，将国家书目的涵盖范围扩展至所有文献类型。这

些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对全球国家书目服务的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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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1950年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改进书目服务会议
http://www.ifla.org/best-practice-for-national-bibliographic-

agencies-in-a-digital-age/node/8302 

        会议指出，国家书目不仅是一份图书清单，而且是构成“国家书目服务”核心的

书目系统，该建议成为了国家书目发展的焦点。 

    主要建议内容包括： 

• 国家书目不应是一份单一的清单，而是一套综合性的书目系统，用于记录和登

记一国的出版物。 

• 国家书目应收录一国出版和销售的图书和手册，以及视听资料。 

• 只有重要的文章才应登记在期刊索引中。 

• 应编制在有关国家销售书刊的机构和公司名录。 

• 提出了关于出版印刷版国家书目的指导建议。 

    除了关于应登记何种文件的详细建议外，1950年的建议还就以下方面提出了简要

指导： 

• 必要的编目级别所带来的潜在需求 

• 国家书目的出版 

• 呈缴制度与国家书目 

• 由国家图书馆收藏这些出版物 

3.6.2 1977年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图联国家书目国际大会 

    大会发布了《国家书目机构和国家书目指南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IFLA International Office for UBC & UNESCO, 1979）。 

    在 1950至 1977年间，国家书目的重点从涵盖范围转移到了书目数据的登记和格

式化。这或许是由于涵盖范围日益明显，而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转移到在线编目，改

善书目数据的共享。此外，在 1950年，应登记的所有不同类型出版物均已收录，但

1977年的建议仅规定了国家书目应登记的最小范围。 

    主要建议内容包括： 

• 国家书目定义为：“以印刷形式（和/或以其他物理形式，例如目录卡片或机读

磁带）定期并尽量第一时间出版的、一国国家出版物的规范综合记录的总和。” 

• “国家出版物”定义为“国家出版行业的成果”，这就意味着出版商所属的国

家决定了出版物应在哪国登记。 

• 国家书目必须确保国家出版物的基本规范登记，包括人名和公司名称的规范控

制。 

• “国家书目机构可以……规定国家书目不应只包括国家出版物记录，还应包括

某些特定类型的文献。这些文献通常与本国有着特定关系，可以看作是国家收

藏（即与本国文化、历史、地理以及语言环境的某个方面相关联的全部出版物）

的一部分。” 

http://www.ifla.org/best-practice-for-national-bibliographic-agencies-in-a-digital-age/node/8302
http://www.ifla.org/best-practice-for-national-bibliographic-agencies-in-a-digital-age/node/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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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书目应至少包括国内出版的、含政府出版物在内的图书、连续出版物第一

期以及题名变化；其他类型的文献也应收录进来。 

• 应尽快创建记录，从而满足国家图书馆的需要以及国家书目机构的资源要求。 

• 登记工作应符合国际编目和分类规则，国家和国际层面使用的书目格式应具有

兼容性。 

• 一国的国家书目是通用书目控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书目数据的共享和

再利用也非常重要。 

• 国家书目的选择标准。 

• 国家书目所要求的编目级别。 

• 有关出版印刷国家书目的指导建议。 

• 国家书目中的可选电子出版物，以及将国家书目数据纳入国际数据库的可能性。 

3.6.3 1998年召开的国家书目服务国际大会 

    在国际图联、丹麦皇家图书馆、皇家图书馆与情报学院以及丹麦图书馆中心的支

持下，国家书目服务国际大会于 1998年 11月 25—27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目的是根据

最新的发展成果评估并更新 1977年国家书目国际大会的建议。此前的建议重点关注印

刷版国家书目，但此次大会的建议（2002年修订）反映了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   

对本国的存档和登记工作提出的新的可能和要求。这些建议旨在推动无法利用信息技

术的国家建立国家书目系统。然而，1998年建议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了国家书目机构

的职责以及呈缴制度的必要性。 

    与之前将不同类型的文献列出的建议相比，1998年的建议提到了“当前国家出版

品”，即在一国出版的所有载体格式的文献，例如印刷、视听或电子文献。其可能产

生的结果是，所有新的文献类型（如在线出版物）都应与传统文献同等对待。 

    主要建议内容包括： 

• 国家书目机构的关键职责以及呈缴制度的必要性。 

• 国家图书馆和国家书目机构可与其他机构合作，但协调和执行标准的总体职责

应由国家书目机构承担。 

• 呈缴制度对于确保国家的文化和知识遗产以及语言多样性得到保护并为当前和

未来用户提供便利方面至关重要。 

• 制定为国家书目服务提供支撑的当代呈缴立法是当务之急，具体来说： 

o 国家应评估现有呈缴立法，并根据当前和未来的需求制定相应条例；必

要时，应修订现有立法。 

o 敦促目前没有呈缴立法的国家引入该法律。 

o 国家书目应涵盖当前的国家出版品，有条件的话还应提供回溯性出版物。 

o 必要时，国家书目机构应制定和发布选择标准。 

o 国家书目应包括在一国境内出版的所有语言和/或文字资料的记录；有条

件的话，此类记录应包括出版物最早版本的语言和/或文字。 

3.6.4 2010年国际图联数字时代国家书目指南工作组开展的工作 

    工作组在评估有关创建和管理国家书目服务的历史建议时，总结了自 1950年以来

国家书目概念的若干变化，同时明确了这段时期始终存在的一贯主题和共同特征，以

及数字出版的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要素。电子资源带来的挑战也是促使国际图联制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bibliography/publications/fina.pdf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bibliography/publications/fin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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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目记录功能要求（FRBR）》的一个问题，该要求是书目领域当时的一个新的概

念模型。除开展分析外，工作组还提出了以下建议： 

• 国家书目机构应承担制定、维护和推广规则、标准和选择依据的职责。 

• 国家书目应涵盖所有出版物类型，但不一定包括所有出版物。不必追求毫无遗

漏的全面收录。 

• 应制定和发布实用的正式选择标准。 

• 国家书目机构应根据资源的重要程度决定不同类型出版物的编目级别。 

• 国家书目机构应积极利用全部现有技术支持国家书目的编制和维护工作。 

• 国家书目机构应寻求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的机会，以支持和完善国家书目。 

• 国家书目机构应分析并定期评估国家书目的使用（包括潜在使用）情况。 

3.6.4.1 国家书目概念的变化 

    1950年会议重点详细说明了哪些文献应登记在国家书目中，但几乎没有涉及以下

问题： 

• 编目层级 

• 国家书目的出版 

• 呈缴制度 

• 与有关国家图书馆馆藏机构的关系 

    自 1977年以来： 

• 国家书目被认为是一国所有出版物的完整登记，不考虑出版物的格式，采用相

同的编目级别（通常默认为最高级别）。 

• 因此，国家书目机构负责预算的管理者认为编目成本非常高。这就导致一些管

理者过早得出结论，认为国家书目无需收录网页文献。 

    1998年会议建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普遍原则，但是： 

• 没有针对如何定义“当前的国家出版品”提出指导。 

• 省略了关于将电子信息资源纳入国家书目的说明。 

3.6.4.2 新的要素 

    网络出版、新的格式和媒介改变了“国家出版品”的范围： 

• 动摇了原有的“出版”定义 

• 降低了出版门槛 

• 个别出版商也获得了在全球拓展业务的机会 

• 提高了用户对即时访问全部内容（而不仅仅是对内容的描述）的期待 

    传统的编目实践是以专业人员对现有资源的分析为基础的，无法适应网络和电子

出版的新时代。 

    数字媒体和格式的传播对信息的组织和呈现以及获取提出了新的挑战。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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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资源对资源描述和获取提出了新的挑战，原因在于它们可能： 

• 与现有印刷资源相关，但范围或内容不同 

• 呈现为多种格式 

• 包含多个组成部分 

• 频繁更新 

    国际图联制定的《书目记录功能要求（FRBR）》以对资源发现用户任务的详细分

析为基础，因此确定了支持资源发现所需的基本元数据结构。该报告第 7章“国家书

目记录的基本要求”提出将用户任务、属性和关系结合起来，以确定满足基本功能所

需的元素。第 7.3节提出了构成拟议的“国家书目记录基本层级”的最低数据要求

（p.112-116）。该要求提出的模型以及依据该要求制定的编目指南《资源描述和获取》

（RDA）将重点从记录具体表现转移到记录实体，并提出将这些实体相互关联，用于描

述相关文献。这对于国家书目同样适用。 

    各大渠道向用户提供的资源类型复杂多样，给那些开发在线书目服务或利用国家

书目记录发现资源的人带来了新的挑战。 

3.6.5 2012年召开的华沙会议 

    2012年 8月，国际图联书目专业组与编目专业组在位于华沙的波兰国家图书馆举

行了“数字时代的书目”主题会议。该活动是 2012年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

会的卫星会议，目的是交流经验、技术和挑战，确定发展主题和最佳实践。 

    新兴主题包括： 

• 有必要制定切合实际的选择政策。 

• 向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开放服务。 

• 新技能的获取和应用。 

• 关联和使用永久性标识符。 

• 针对“已出版”的数字文献作出定义。 

• 开展有针对性的元数据转换和映射。 

• 要求提供多种形式的元数据。 

    国家书目机构： 

• 运营范围覆盖全球市场。例如，交换规范数据和为全球书目提供数据。 

• 考虑到原生数字资源面临的新挑战，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资源创建和提供元数

据。 

    实用性和数据选择： 

    不存在通用解决方案，各国在以下方面存在差异： 

• 印刷与数字出版以及多媒体的覆盖范围。 

• 描述的广度和深度。 

• 文献的定义和处理。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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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各国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 

• 文献的涵盖不求全、但求精。 

• 应该在创建高质量描述和获取渠道方面均匀地分配资源。 

• “最低级别”的描述仍然要保证准确。 

• 应谨慎选择采集和增强技术。 

• 高级数据（如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仍有价值。 

 

    用户 

    新类型的用户在以下方面提出了更高的灵活性要求： 

• 辅助技能（例如技术、呈缴、图书馆） 

• 获取方式的选择，包括内容连接 

• 出版物格式和标准 

• 个性化数据和服务 

    但所有人都表示看重所提供服务的一致性、规范性和持久性。 

 

    开放性 

    在以下几个方面，“开放性”成为了标准规范： 

• 开放许可模式 

• 开放获取路径 

• 开放标准 

    付费是涉及“MARC”或“高级服务”的专业和/或商业用途的一个问题。 

    要满足不断增长的数据再利用需求，应提供需要与开放获取兼容的主动许可。 

 

    发展领域 

• 数据的自动化创建和增强 

• 网页采集——选择/领域/事件 

• 通过新的工作流程大规模处理电子出版物 

• 知识本体和控制词汇使用的增加 

• 语义方法——从 MARC标签到 RDF三元组 

• 开发和维护永久性链接和标识符 

• 与资源之间的关联 

3.6.6 国际图联通用书目控制专业声明（2012） 

    2011年，国际图联与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CDNL）数字战略联盟（前身是国际图

联与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书目标准联盟）被终止，国际图联书目专业组接管了推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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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书目控制（UBC）的职责。该专业组负责编制并于 2012年 12月通过的《国际图联通

用书目控制专业声明》重申了通用书目控制的重要性和持续相关性。 

    该声明中的前两项原则以国家书目机构为对象，直指书目控制领域的国家书目活

动： 

国家书目机构负责提供本国出版物的规范书目数据，并通过适当和及
时的服务向其他国家书目机构、图书馆和其他社群（如档案馆和博物
馆）提供这些数据，从而促进对书目数据的公开访问。 
作为创建规范书目数据的参与方，国家书目机构还负责记录个人、家
庭、法人团体和地名，以及与本国相关作品的规范引用的授权获取渠
道，并向其他国家书目机构、图书馆和其他社群（如档案馆和博物馆）
提供这些规范数据。 

    其他三项原则旨在为国际图联在书目标准方面的工作提供指导。国际图联的职责

包括： 

……维护和推广《国际编目原则声明》…… 
创建、维护和推广书目标准和指南，促进书目和规范数据的共享…… 
与其他国际组织（如 ISO、ICA、ICOM 等）合作编制和维护其他标
准……。 

3.7 用户与利益相关方 

    尽管对于图书馆使用国家书目的情况有明确的证据和充分了解，但对于其他用户

的使用情况仍缺乏大量数据。一些国家（如捷克共和国和挪威）的国家图书馆调查了

国家图书馆的用户类型及其工作环境。然而，所有国家书目机构仍须对国家书目的使

用情况进行重点深入研究。除了当前用户，我们还需要了解未来或潜在用户的需求，

不仅要证明继续编制国家书目的合理性，还要及时开发和提供必要的服务。 

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控制的未来”工作小组针对用户和数据使用情况提出了一个有

趣的观点。根据 2007年 3月 8日的会议报告： 

书目数据有两类主要的信息用户和使用环境：消费者环境和管理环境。
消费者环境关系到书目数据的终端用户、信息消费者以及旨在帮助最
终用户查找相关信息（从搜索引擎到专业目录界面）的服务。管理环
境关系到资源的管理。这两种环境代表了书目数据的不同视角，但它
们是相互关联的，例如，主要针对一个环境记录的数据也可能适用于
另一个环境。创建规范书目数据仍然是支持这两种环境的必要条件；
然而，当前的书目数据无法充分满足这两种环境的需要。 

    书目专业组工作小组分析了目前的信息请求和欧洲国家书目机构所记录的国家书

目的典型用途。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特定的用户群体之间有一些共同特点。这些

群体处于不同的工作环境，因此有不同的信息需求。在定义检索点和显示或导出国家

书目数据的基本元数据元素时，必须考虑到这些需求。 

    国家书目的用户群体包括： 

• 图书贸易行业 

• 终端用户 

• 图书馆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448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448
http://www.loc.gov/bibliographic-future/
http://www.loc.gov/bibliographic-future/meetings/meetingsummary-march8-2007.html
http://www.ifla.org/VII/s12/pubs/SurveyEuNationalLibraries24jul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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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机构 

• 出版商 

• 版权管理机构 

• 软件和采集工具 

3.7.1 图书贸易行业 

    书商和国内图书贸易行业其他成员的信息需求与馆藏开发、采集或参考咨询馆员

的需求类似，他们使用国家书目确定以下内容： 

• 可订购并添加到库存中的潜在新出版物（如通过高级出版数据了解） 

• 能够提供作品的出版商和经销商 

• 符合个别客户兴趣的作品 

• 出版物状态，包括旧的或绝版的出版物，客户可在图书馆查阅 

• 用于丰富自身书目数据的元数据元素 

    对于国家书目的信息需求 

    图书贸易行业机构可从国家书目中获得以下信息来履行其职能。 

    描述性元数据需求（实体文件或印刷版国家书目） 

    图书贸易行业对于展示结果或引文的需求与向出版商订购文献的馆藏开发馆员的

需求类似，包括： 

• 完整记录 

• 出版商地址和联系方式 

• 价格 

• 出版状态 

• 权利 

    为了保障所提供信息的流通性，最好提供外部链接，例如关联到在版图书或出版

商网站的链接。 

    检索需求（在线国家书目） 

    图书贸易行业的检索需求与编目人员和参考咨询馆员的需求（如已知项目和主题）

类似，因此有相同的检索点要求，例如： 

• 题名 

• 著者 

• 标准标识符（如 ISBN、ISSN） 

• 出版日期 

• 主题词 

• 序列号 

3.7.2 终端用户 

http://www.isbn-international.org/
http://www.iss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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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端用户并不一定是最优先的受众。然而，国际图联书目专业组肯定了国家书目

作为关键文化遗产资源的重要性，并建议采取措施确保公众能够获取相关信息。 

    终端用户包含多种完全不同的用户类型： 

• 图书馆赞助人 

• 想要查阅出版物的线上用户 

• 寻求相关出版物的信息的所有个人、群体或法人团体 

    用户需求也是多种多样，例如 

• 想要寻找出版商开展合作的印刷商 

• 想从出版物中找出语言/题材/来源模式的新闻工作者 

• 书展的组织方 

• 识别某个语种的翻译人员 

• 识别插画作者 

    对于国家书目的信息需求 

    终端用户大多需要以下信息： 

• 著者和出版信息 

• 主题词 

    目的在于： 

• 找到用于进一步研究或采集的作品 

• 获得出版物的获取渠道 

• 制作参考文献列表 

• 研究出版史 

    终端用户还有以下期望： 

• 获取电子资源（考虑权利、认证和授权等） 

• 了解实体出版物的地点信息 

• 以适当格式显示或导出书目记录 

    描述性元数据需求（实体文件或印刷版国家书目） 

    终端用户对于显示结果或引文的需求类似于想要识别具体出版物的参考咨询馆员，

即应显示以下数据： 

• 完整记录 

• 识别、选择和获取出版物所需的全部元素（IFLA 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 (ICP), 2016） 

    检索需求（在线国家书目）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80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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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端用户的检索需求与参考咨询馆员或图书贸易行业用户的需求类似，因此有相

同的检索点要求，例如： 

• 创作者名称 

• 题名 

• 出版语种/国家 

• 出版商 

• 出版年份 

• 主题词或关键词 

• 出版类型/题材/格式 

• 标准标识符（如 ISBN、ISSN） 

3.7.3 图书馆 

    使用国家书目元数据的关键图书馆职能包括： 

• 采集 

• 编目 

• 馆藏开发 

    此外，以下图书馆团体和活动也会使用国家书目元数据： 

• 参考咨询馆员——代表终端用户 

• 呈缴活动的管理——由于国家书目和法定呈缴/自愿呈缴文献之间存在紧密关系 

• 保存馆员——利用国家书目元数据确定出版行业新趋势，并相应地规划保存流

程 

• 数字化管理——国家书目提供了可进行数字化的旧文献清单 

3.7.3.1 采集 

    对于国家书目的信息需求 

    采集馆员需要利用国家书目开展以下活动： 

• 订购出版物 

• 识别出版商和经销商 

• 确认出版状态 

    描述性元数据需求（实体文件或印刷版国家书目） 

    采集馆员对于显示结果的要求与馆藏开发馆员近似，即获得包含出版商数据的完

整版书目记录，用于确保出版物的准确订购。为了保障所提供信息的流通性，最好提

供外部信息，例如在版图书或出版商网站。 

    出版信息应包含以下内容： 

• 出版商地址和联系方式 

• 出版状态 

http://www.isbn-international.org/
http://www.iss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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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 

    检索要求（在线国家书目） 

    采集馆员的检索需求与编目人员近似，即获取已知项目，因此有相同的检索点要

求： 

• 题名 

• 创作者 

• 标准标识符 

• 出版日期 

3.7.3.2 编目 

    图书馆需要利用国家书目开展抄录编目和其他编目支持（如找到相似文献的编目

先例）。因此，编目人员需要以标准格式（如 UNIMARC、MARC 21）提供的完整编目记

录。 

    对于国家书目的信息需求 

    编目人员查询的最常见类型是已知项目搜索，例如搜索与正在处理的出版物相关

的记录。为了核实作者的姓名，编目人员还可以直接在本机构内部的姓名规范文件中

进行搜索。 

    检索需求（在线国家书目） 

    编目人员对于检索点的要求通常包括： 

• 题名 

• 创作者 

• 标准标识符 

• 出版日期 

• 法人团体名称（包括变异名称） 

• 个人名称（包括变异名称） 

3.7.3.3 馆藏开发 

    负责馆藏开发的图书馆员需要利用国家书目（包括本国和其他国家的书目）开展

以下工作： 

• 分析现有出版物 

• 根据馆藏开发标准选择文献 

• 关注未来的出版物（如根据图书在版编目记录） 

    对于国家书目的信息需求 

    为了促进馆藏开发工作，国家书目应提供主题检索以及出版物不同方面的分析。 

    描述性元数据需求（实体文件或印刷版国家书目） 

    应在结果中展示完整的书目记录。此外，还应提供更多出版商数据，从而了解以

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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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 

• 出版状态 

• 协议条款（权利、技术要求） 

    检索需求（在线国家书目） 

    馆藏开发活动的检索点要求包括： 

• 主题词/分类/检索主题关键词 

• 出版日期 

• 出版语种/国家 

• 出版类型/题材/格式 

    针对大量结果和有意义的聚类，需要根据多个标准进一步筛选（如根据国际图联

图书馆参考模型实体）。 

3.7.4 国家机构 

    不同的国家和政府机构会利用国家书目信息开展工作。 

    资助机构可以利用本国国家书目 

• 评估现有的资助活动对国家出版成果的影响 

• 制定未来的资助政策 

    政府机构可以利用国家书目 

• 评估国家书目机构对政府资金的利用效率 

• 获得关于本国出版成果的数据，用于官方统计 

    对于国家书目的信息需求 

    各机构可能需要从国家书目中获得以下内容来履行其职能。 

    描述性元数据需求（实体文件或印刷版国家书目） 

• 基本出版数据（引用格式） 

    检索需求（在线国家书目） 

• 出版语种 

• 原版语种 

• 出版国家 

• 分类编码 

• 出版日期 

• 目标受众 

• 出版类型/题材/格式 

3.7.5 出版商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40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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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商（商业和非商业领域，包括政府和官方出版机构）可以利用国家书目分析

国内市场和潜在竞争。 

    对于国家书目的信息需求 

    描述性元数据需求（实体文件或印刷版国家书目） 

• 基本出版数据（引用格式） 

    检索需求（在线国家书目） 

• 对于某一主题：主题词/分类编码/关键词检索 

• 出版日期 

• 出版商 

• 出版类型/题材/格式 

3.7.6 版权管理机构 

    国家书目数据可帮助收藏机构管理知识产权，以及帮助政府机构管理公共借阅报

酬。 

    对于国家书目的信息需求 

    描述性元数据需求（实体文件或印刷版国家书目） 

• 题名 

• 著者/创作者/撰稿人姓名（任何形式） 

• 关系信息 

    检索需求（在线国家书目） 

    这一群体的信息需求比其他用户更加具体，主要有两个检索场景，包括： 

• 著者姓名（任何形式），用于获得署名著者的完整规范记录或全部出版作品 

• 题名，用于获得著者及其作用的信息 

    预期结果包括：署名著者的完整规范记录，或包含关系信息的简短引文格式书目

记录。 

    当显示书目记录时，需要进行有意义的聚类（如根据国际图联图书馆参考模型实

体），从而准确识别权利归属。 

3.7.7 软件和采集工具 

    除人类用户之外，计算机应用软件也逐渐可以直接访问在线国家书目。这些应用

软件可能属于其他图书馆和文化遗产机构、商业机构、元数据整合机构、出版商和其

他从国家书目的高质量元数据中受益的群体。此类应用软件包括联合或分布式检索和

采集工具。这种用途提出了新的技术和安全要求，在规划功能完备的在线国家书目时

需要加以考虑。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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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目数据库的 API接口越来越多。Bath配置文件针对如何支持 ANSI/NISO Z39.50

标准的搜索和检索协议，包括已定义的单个或组合查询项目，提供了明确的指南。这

可被视为允许连接大多数图书馆管理系统应支持的最低级别接口。 

    许多国家图书馆和国家书目机构也通过信息检索门户向用户提供数据。除了这些

国家资源之外，还有一些国际倡议。 

    对于国家书目的信息系统需求 

    检索方法包括： 

• 使用 Z39.50或 SRU/SRW进行分布式检索 

• 使用 OAI-PMH进行采集，在此基础上创建和维护中心索引 

• 通过关联数据 API或 SPARQL端点进行 RDF三元组存储 

    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国家书目数据的再利用，遵守国际标准和开展跨领域标准协

作比以往更加重要。 

3.8 案例 

    本节给出了将国家书目纳入图书馆基础设施（丹麦、英国），以及调查国家书目

使用情况（瑞典）的一些案例。 

3.8.1 丹麦 

    将国家书目全部纳入图书馆基础设施 

    丹麦国家书目的绝大部分内容由丹麦书目中心（DBC）编制。该中心还向丹麦图书

馆界提供元数据和国家基础设施。因此，所有丹麦公共图书馆都使用该中心制作的元

数据。国家基础设施包括真正的图书馆专业人员联合目录 DanBib，以及公民联合目录

bibliotek.dk（library.dk）。 

    多年来，国家书目记录包含丹麦书目中心向所有公共图书馆提供的记录的核心数

据元素。该中心用更多元数据丰富其核心数据，以满足图书馆的需求。这种方法意味

着： 

• 所有公共图书馆共享丹麦书目中心编制的记录，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编目工作。 

• 国家书目数据作为图书馆元数据的核心，在地方图书馆系统中真正得到再利用。 

• 国家书目数据和各个图书馆的数据在丹麦书目中心统一整合和处理。 

    丹麦书目中心编制的记录纳入联合目录。从这里开始，完整记录以及仅包含国家

书目数据的筛选记录以多种方式发布： 

• 每周提供批量文件供下载 

• 在联合目录 DanBib 的网页界面进行检索后获得可下载的结果集 

• 在联合目录 DanBib Z39.50的界面进行检索后获得可下载的结果集 

• 将联机单个记录传输到编目客户端，进行共同编目 

    直到最近，国家书目数据的再利用一直是基于将记录复制到各种系统。如今，复

制原则被真正共享纳入同一国家数据库的相同实体记录的原则所取代。 

http://www.ukoln.ac.uk/interop-focus/activities/z3950/int_profile/bath/draft/stable1.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Z39.50
https://www.loc.gov/standards/sru/
https://www.loc.gov/standards/sru/companionSpecs/srw.html
http://www.openarchives.org/pmh/
http://en.wikipedia.org/wiki/SPARQL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source_Description_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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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书目中心已将国家基础设施迁移到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架构中，该架构的中

心是一个通用元数据库，被称为“丹麦国家数据井”（Danish National Data well）。

该数据井包含联合目录记录、图书馆数字资源的采集数据集，以及来自图书馆网站、

出版商和其他团体的压缩数据。所有数据集根据关联数据原则相互关联，这意味着国

家书目数据不仅与存储在同一记录中的增强图书馆数据相关联，还与其他数据集中的

异构、压缩数据相关联。 

    在这些数据之上，有许多国家网页服务，它们可以被视为构建块。这意味着不必

开发具有数据库功能和能够输入和更新数据的用户界面的完整应用，而只需在国家数

据井和网页服务之上建立新的用户界面。用户界面可以将检索结果限制到数据井中的

指定数据子集。目前在国家基础设施构建块和国家数据井的基础上开发的应用包括： 

• 公共图书馆检索接口 

• Netlydbog.dk，图书馆联合目录平台，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检索和播放有声书 

• eReolen.dk，图书馆联合目录平台，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检索和阅读电子书 

• bibliotek.dk，公民联合目录 

• PallesGavebod.dk，面向儿童的全国检索界面 

    将国家书目数据纳入图书馆基础设施的工作仍在继续推行。国家数据井和网页服

务提供了检索平台。下一步是提供范围最广泛的联合目录。大约有 90%的丹麦公共图

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已经开始招标建设公共图书馆管理系统。国家数据井将作为这一新

系统的目录。复杂的数据模型确保了图书馆可以在必要时，在不破坏国家书目的前提

下，向国家书目记录中添加或创建替代数据元素。但大多数情况下，图书馆只需要增

加自己的馆藏。丹麦数据中心在国家书目记录中所做的任何更改将自动反映在共享系

统中。导入/导出初始和更新书目记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3.8.2 英国 

    英国国家书目（BNB）展示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综合图书馆管理系统生产数据库中的

数据。该书目的记录有多个来源，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呈缴图书馆的共享编目计划

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图书在版编目承包商 BDS。自 2004年图书馆管理系统投入使用以

来，该馆不断完善工作流程，从而提高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数据的再利用。 

    网络目录界面提供数据库的离散视图，使用户能够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综合目录或

英国国家书目中进行检索。英国国家书目也展示了一些在英国出版或发行、但没有收

录在图书馆目录中的文献，原因在于图书馆尚未收到这些文献，或者它们已经呈缴给

其他图书馆，而没有呈缴给英国国家图书馆。图书馆每星期将新的、已更改或删除的

记录从系统中导出。导出的记录被归入到内部开发的一些数据库和应用程序中。这些

统称为“目录桥”（Catalogue Bridge），它们提供了一套灵活的工具，用于组织数

据并将其导向特定产品，如英国国家书目，最终提供给客户。 

3.8.3 瑞典：国家书目使用情况调查 

    瑞典国家图书馆进行了一项研究，并编写了研究报告，为国家书目服务战略决策

提供支持和指导（Häusner and Sommerland, 2016）。在这项研究中，该馆调查了国

家书目当前和未来的职能等问题。 

http://search.bl.uk/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id=BLBNB
http://www.loc.gov/
https://www.bl.uk/collection-metadata/metadata-services
https://www.bl.uk/collection-metadata/metadata-services
http://www.bibliographicdata.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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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由四部分组成：历史背景，国际网络调查，对丹麦、德国和挪威国家书目机

构代表的访问和访谈，以及对一些已知利益相关方的访谈。 

    为了给有关如何解释瑞典政府发布的国家书目指令的讨论提供依据，瑞典国家图

书馆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瑞典国家书目的目标。 

    该委员会进行了一项研究，对比了不同国家对国家书目指令的解释。该研究的主

要目的是了解哪些不同的趋势主导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国际讨论。此外，委员会对利益

相关方进行了有限的用户研究，询问了在他们眼中，国家书目应实现何种目标。 

    报告讨论了以下问题： 

• 国家书目的目标是什么？ 

• 国家书目应涵盖哪些媒介类型？ 

• 国家书目的用户有哪些？ 

    这项研究的背景是，国家书目工作的未来战略决策与关联开放数据相关工作方法

的制定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报告讨论了国际上现有的国家书目目标，从中可以

了解一国的文化特点和出版成果。 

    结论表明，这两个目标固然重要，但还需要讨论国际化、数字化和媒介融合的发

展对作为选择标准的“国家”和“国籍”两个概念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例如，数字化

的影响模糊了“国家”的概念，给国家书目的编制带来了新的挑战。 

    报告最后提出了以下关键领域： 

• 关于媒介和出版趋势的最新情况 

• 提高工作流程的自动化水平 

• 关于选择标准和描述级别的记录和透明度 

• 进一步了解用户及其需求 

• 讨论呈缴制度在国家书目目标中发挥的作用 

    对于国家书目机构而言，必须在不同时期和背景下不断审视国家书目的目标和定

义，从而为战略决策提供稳定的支持和指导。从前文的瑞典案例来看，该研究和报告

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和调查国家书目的编制及相关工作的参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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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范围和选择 

4.1 概述 

    国家书目机构在创建和维护国家书目的过程中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它应该包

含哪些内容。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有必要制定一套可靠的选择原则。这些原则反映了

一国的特征，因此必然代表着各国国家书目机构之间差异最大的领域。 

    在线出版的兴起导致出版物呈现爆炸式增长，形式也不断增加；然而，传统的模

拟出版也并未减少。针对国家书目制定的严谨的选择政策应重点将书目的编制资源与

现有文献相匹配。 

    本节将介绍一些选择原则，帮助国家书目机构制定具体的选择标准。需要说明的

是，没有一套选择原则能适合所有国家的书目机构，本节将在以下方面提供指导： 

• 需要考虑的多方面标准 

• 需要考虑的场景 

• 各个国家的书目机构在克服制定选择标准的挑战时受到的约束 

    根据这些信息，国家书目机构可以建立一个符合下列条件的选择标准框架： 

• 满足本国国家书目的管理要求 

• 遵守本国的所有法律法规 

    尽管出版活动越来越趋向数字化，但选择的基本依据（即内容和背景，而非格式）

保持不变。然而，新的数字格式确实引发了关于资源管理和显示的更多且更复杂的问

题。考虑到数字资源的迅猛增长和飞速变化，国家书目机构必须保持警惕，确保其选

择标准反映了用户的长期需求。同时，这些机构还应记住，数字资源的收录不应对传

统资源的全面收录产生负面影响。 

4.2 国际建议 

    1998年 11月 25-27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家书目服务国际会议”的成果文件

（2002年 10月 1日）包括两项关于国家书目涵盖范围的建议： 

• 第 4条建议提出：由国家书目机构“……收录当前的国家出版物，并在可行的

情况下收录回溯性出版物”。 

• 第 5条建议提出：“……收录所有语言和/或原始文字的文献记录……”。 

    然而，第 4条建议也承认国家书目机构无法将可能与国家利益相关的一切文献收

录其中，并提出：“必要时，选择标准应由国家书目机构制定和发布。” 

  

http://www.ifla.org/archive/ubcim/icnbs/fina.htm
http://www.ifla.org/archive/ubcim/icnbs/fin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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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一般选择标准 

    各国家书目机构负责制定自己的选择标准。下文给出了一些案例，为国家书目机

构制定自己的选择政策提供了依据，同时提供了有效的选择方法。然而，在制定选择

政策时，也可以思考需要排除哪些内容。 

    要记住，国家书目机构可能已决定将资源归档，但决定不在国家书目中包含资源

描述（详见第 3.4节）。 

    有效的国家书目机构负责收集所有相关资源，从而为用户提供符合选择标准的综

合性内容，无论格式如何。选择标准可能包括地理或文化因素、财务限制以及有关内

容和背景的考虑。是否收录数字资源需要进行更多具体的思考。 

4.3.1 地理或文化标准 

    资源的地理或文化来源是决定国家书目机构是否将它收录至国家书目的主要因素

之一。这项职责可以从地理角度，也可以从文化或语言身份角度来界定。 

    国家书目机构与限制该机构主要收集范围的地区或区域相关联。最基本的一项选

择标准是将该机构所覆盖地区内的出版物收录到国家书目中。这一标准符合所有呈缴

义务，可以确保将国家书目机构所覆盖地区的出版资源收录到国家书目中。基于地理

来源收录资源往往以详尽为目标，或者至少全面地涵盖目标格式，而不考虑出版物的

内容或语言。 

    在许多情况下，在国家书目机构覆盖地区之外发布、但被认为与该机构的使命

“相关”的资源，会被收录至国家书目，用于更全面的展示。这些相关资源的潜在选

择标准包括： 

• 著者或创作者的国籍或来源地 

• 主题内容 

• 使用的语种 

    国家书目机构有必要将所覆盖地区之内的著者或创作者在本领域之外发布的作品

收录到国家书目中。同时也可将与本领域有关的翻译作品收录进来。确定著者或创作

者是否与本领域有关的标准可包括：现国籍或原国籍、现出生地/居住地或原出生地/

居住地。 

    如果以相关主题内容为标准，则需要对其进行界定，确保收录具有最重要意义的

资源。一般而言，资源内容中与所覆盖的地区或国民有关的部分需要有较高的比例。

如果是文学或电影，具体标准可以包括将所覆盖地区作为重要背景，或将主要角色描

述为来自该地区。一般应将恰好包含所覆盖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全球调查或地图排除

在外。 

    如果国家书目机构所覆盖地区的官方语言与特定地区和少数其他地区密切相关，

那么以该语言出版的文献应收录到国家书目中，不考虑其出版地点、主题或著者原籍。

这可以确保将有可能不被视为相关著者或创作者的移民后代的作品收录进来。 

4.3.2 财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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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制定国家书目的选择标准时，需要考虑国家书目机构的财务资源。即使某些出

版物是通过法定或自愿呈缴收到的，不需要国家书目机构付费，但是在该机构将其收

录到国家书目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成本。在国家书目机构的可用财务资源范围内编制国

家书目的一种方法是将需要收录的文献领域或类型进行优先排序。应密切关注国家书

目的未来可持续性。 

    在确定国家书目机构的财务能力时，需要考虑将文献收录到国家书目的总成本，

即文献本身的成本，以及与其相关的下列所有成本： 

• 编目 

• 存储 

• 提供 

• 保存 

    为了降低文献采集和描述的财务成本，许多国家书目机构还制定了采购文献（即

通过法定或自愿呈缴以外的方式获得的文献）的采集水平，例如将采集开发活动重点

集中于符合采集标准的更重要的出版物上（例如，从贸易或学术出版商的成果中选择，

而不选择自行出版的文献或灰色文献）。尽管这种标准降低了文献采集的全面性，但

采集工作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另一种方法是只收集某些类别文献（如特定类型或格式的文献）的代表性样本，

例如按照一定的频率采集网站资源。 

4.3.3 内容和背景 

    内容和背景在确定是否收录时具有绝对重要性，因此可根据以下标准确定文献是

否值得选择： 

• 知识/研究/学术水平 

• 被另一个机构/受托存储库收藏的可能性 

• 服务于未来用户研究需求的价值 

• 创作者/出版商/制作者的声誉 

• 在当代出版物形式方面的代表性 

• 受损的可能性 

4.4 数字资源 

    数字资源包含多种形式，例如： 

• 网站（包括博客、整合资源和其他新兴资源） 

• 在线数据库 

• 电子期刊 

• 电子书 

• 依附于物理媒介（如 CD和 DVD-ROM）的内容 

    这些资源可免费试用、订阅或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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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数字资源的获取 

    数字资源可以关联、许可或采购，包括直接或远程获取： 

• 远程获取的资源通过计算机网络使用 

• 直接获取的资源通过手持设备或者通过连接到计算机或智能设备使用 

    远程获取的资源可以： 

• 在由国家书目机构管理的具有安全性和永久性的数字存储库中进行现场维护 

• 在外部机构或组织的管理下实行远程存储，即使由国家书目机构所有 

    这些不同的采集方法增加了国家书目所代表内容的复杂性。 

4.4.2 数字资源的选择 

    以下是国家书目机构将数字资源收录到国家书目中的潜在选择标准。 

• 内容具有独特性（即，该内容是否仅以数字形式提供？） 

• 具有与现有同类馆藏相关的价值（即，该文献为同类馆藏提供了补充；仅以数

字化形式继续维持以前的同类文献，例如最早以印刷形式出版的期刊现已转为

电子形式，印刷版本不再继续发行） 

• 收录“数字蜉蝣”，供未来的研究人员使用 

• 所满足的技术要求，包括： 

o 易于导航 

o 功能范围 

o 服务器的可靠性 

o 易于迁移 

o 格式适于保存 

• 元数据（相关元数据是否直接可用？） 

• 收录当代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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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数字资源的排除 

    以下类别和格式的数字资源被一些国家书目机构排除在外。其他国家书目机构指

定或修改自己的选择政策时也可以参考下列内容： 

• 应用软件（APP） 

• 公告牌 

• 聊天室 

• Cookies 

• 主要包含统计数据和其他原始数据（例如数据集）的数据库；然而，一些国家

书目机构逐渐只关注其中的科研数据 

• 印刷文献和其他同类文献的复制品 

• 电子邮件 

• 游戏 

• 非正式或不完整的文献（如未完成作品、预印本、大型文献的节选） 

• 新闻组 

• 报纸，即现有印刷版的在线版本。但有一些国家书目机构认为报纸非常重要 

• 组织记录 

• 零售或广告网站 

• 论文或学术报告（须由其他机构收藏，如大学）。但有一些国家书目机构认为

这些文献非常重要 

    一些国家书目机构目前将上述部分或全部资源排除，但有理由收录某些类别的文

献，例如： 

• 游戏逐渐被当作学习工具。未来的研究人员是否需要游戏样本来了解它的开发

进度，以及对教学和学习的支持？游戏行业是否是本国的大型商业和文化领域？ 

• 零售和广告网站样本是否有助于未来的社会科学家研究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

环境？ 

• 如果国家书目机构不采集仅记录在数据集中、具有重要突破性的科研数据，并

将其记录在国家书目中，这些数据会丢失吗？ 

4.5 案例：国家书目机构的选择和排除政策 

    当前的国家书目机构通常为印刷品和其他传统同类文献，以及数字和在线资源的

选择制定了指导标准。这种标准涵盖多种同类形式和数字格式的大量文献（专著、连

续出版物、政府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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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书目机构的选择和排除政策的代表性案例包括： 

• 奥地利 

• 加拿大（另见 McKeen, L. (2008, June 4). Canadiana, the national 
bibliography for Canada, in the digital age） 

• 捷克共和国网络存档以及更多信息 

• 德国 

• 冰岛 

• 新西兰 

• 塞尔维亚 

• 瑞士 

• 英国 

• 美国  

https://www.onb.ac.at/en/library/research-portals/austrian-bibliography
https://www.collectionscanada.gc.ca/canadiana/index-e.html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74/papers/162-McKeen-en.pdf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74/papers/162-McKeen-en.pdf
http://old.nacr.cz/english/who_we_are.aspx
http://www.en.nkp.cz/about-us/professional-activities/cataloging/novcnb-uvod-eng
https://www.dnb.de/EN/Professionell/Metadatendienste/Metadaten/Nationalbibliografie/nationalbibliografie_node.html
https://utgafuskra.is/about.jsp?lang=1
https://natlib.govt.nz/librarians/national-library-services/publications-new-zealand
https://www.nb.rs/pages/article.php?id=1384
https://www.nb.admin.ch/snl/en/home/information-professionals/e-helvetica.html
https://www.bl.uk/collection-metadata/metadata-services
https://www.loc.gov/acq/dev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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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源描述和标准 

    采用国际认可的标准和原则对负责传播国家和国际交换书目记录的国家书目机构

来说至关重要。此类书目标准包括： 

• 概念模型和准则 

• 编目规则 

• 规范控制 

• 主题检索标准和分类体系 

• 标识符 

• 元数据格式 

• 文本转换 

• 字符集 

    国家图书馆长期以来一直提倡实现交换格式、编目规则和通信协议的标准化，作

为国际图联通用书目控制计划（UBC）的延伸。 

5.1 书目控制 

    图书馆和其他数据提供方之间的高效协作依赖于标准化。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书目控制（也称为信息组织或书目组织）。 

通用书目控制（UBC）基于共同开展资源描述，通过鼓励共享和重复利用书目数据消除

冗余。 

 

国家书目机构负责提供本国出版物的规范书目数据，并通过适当和及
时的服务向其他国家书目机构、图书馆和其他社群（如档案馆和博物
馆）提供这些数据，从而促进书目数据的开放获取； 
作为创建规范书目数据的一方，国家书目机构还负责记录个人、家庭、
法人团体、地名的规范检索点，以及与本国相关作品的规范引用，并
将这些规范数据提供给其他国家书目机构、图书馆和其他社群（如档
案馆和博物馆）。 

IFLA Professional Statement on 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2012  

    国家书目服务国际会议建议，国家书目中的书目记录应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创建。 

    国家书目机构在编目、标识符系统（如 ISBN和 ISSN）、字符编码、规范控制、

分类体系、元数据和数字对象的持久命名中应遵循本国和国际标准及原则。 

    国家书目机构应鼓励各方统筹协调针对所有形式出版物制定的书目标准。 

5.1.1 国际编目原则（ICP）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bibliography/publications/fin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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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国际图联编目专业组发布了《国际编目原则声明》，作为 1961年通过

的《巴黎原则》的修订版。2016年，新的修订版通过。在 2003年至 2007年间举行的

五次国际图联国际编目原则区域专家会议上，各国代表通过协商达成了《国际编目原

则声明》。 

    该声明的适用范围包括在线图书馆目录和其他目录。它旨在指导图书馆开发编目

代码，并且“仅”提供一般性原则。声明中不包含任何具体的编目规则，但为编目人

员提供了指导决策的一般性原则。 

    该声明建立在最早的国际图联功能需求系列概念模型的基础上，即在修订声明时

通过的模型。按计划，下一次修订将参考 2017 年通过的“国际图联图书馆参考模型”。 

该声明涉及所有类型的资源和检索点，包括： 

• 主题词 

• 分类编码 

• 标准标识符 

    根据该声明： 

• 规范数据应控制名称的标准形式和变异形式 

• 编目规则应考虑到规范数据和书目数据 

    国际编目原则强调了互操作性在推动元数据的共享和再利用方面的重要性。 

5.1.2 国际图联图书馆参考模型（IFLA LRM） 

    国际图联图书馆参考模型（IFLA LRM）是书目信息的概念参考模型，用增强的实

体关系模型来表示，涵盖书目数据和规范数据的所有方面。它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模型；

其一般关系和属性会根据不同的应用方式进行细化和扩展。但管理元数据不在其范围

内。国际图联图书馆参考模型旨在与关联开放数据应用程序进行整合。“国际图联命

名空间”中有关于图书馆参考模型元素集的声明。 

    IFLA LRM整合并取代了功能需求系列概念模型中的三个模型。该模型的目标是提

供一个单一、简化且逻辑一致的模型，统筹协调之前的三个模型（FRBR、FRAD和

FRSAD）。多年来，原始模型由不同的工作小组创建，因此对一些问题采取了不同的角

度。差异虽然较小，但仍对实际的应用提出了挑战。为了消除这些障碍，书目记录功

能需求评估小组于 2010年开始整合不同的模型，并在 2016年的全球评估后通过了该

模型。随后，IFLA LRM由标准委员会通过，并于 2017年由专业委员会通过。它将继

续由书目概念模型评估小组维护。 

    IFLA LRM 以终端用户为导向，强调了五项一般性的用户任务：查询、识别、选择、

获取和发现。它定义了书目领域主要关注的 11个实体，将它们与具有重要书目意义的

关系联系起来，并根据实体属性进行进一步描述。该模型保留了功能需求系列模型的

重要内容，同时极大地简化了实体的层级结构。 

5.1.3 功能需求系列模型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93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cataloguing/icp/icp_2016-en.pdf
https://www.iflastandards.info/lrm/lrm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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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需求系列概念模型由三个实体关系模型组成，分别对应书目数据和规范数据

的三个不同方面。 

• 书目记录功能需求（FRBR），1998年发布； 

• 规范数据功能需求（FRAD），2009年发布； 

• 主题规范数据功能需求（FRSAD），2010年发布。 

    以上模型被 2017年通过的“国际图联图书馆参考模型”取代。 

5.1.3.1 面向对象的书目记录功能需求（FRBRoo） 

    面向对象的书目记录功能需求（FRBRoo）是由书目记录功能需求评估小组和国际

博物馆协会藏品登记和著录委员会（CIDOC）概念参考模型特别兴趣小组在 2003年共

同开发的。它是面向对象建模语言的版本，对应于功能需求系列模型中的三个实体关

系模型。FRBRoo是 CIDOC概念参考模型的兼容扩展，是文化遗产信息的本体。CIDOC

概念参考模型和 FRBRoo合起来提供了涵盖博物馆和图书馆信息的综合性概念模型。 

    2010年发布的 FRBRoo1.0版本仅基于 FRBR，而 2015年发布的 FRBRoo2.4版本还

参考了 FRAD和 FRSAD。2016年，国际图联专业委员会在评估后通过了该模型。有关方

面正在开展工作，根据 IFLA LRM调整面向对象的模型，最终得到的 LRMoo取代了

FRBRoo。 

    “国际图联命名空间”中有 FRBRoo2.4版的元素集。 

    国际图联 FRBR/CRM对话工作小组给 FRBRoo下了一个定义。 

5.1.4 面向对象的连续性资源编目模型（PRESSoo） 

    PRESSoo是一个正式的本体，旨在记录和表示有关连续性资源（具体来说，是关

于期刊、报纸和杂志等连续出版物）的书目信息的基本语义。它是 FRBRoo2.4版本的

扩展，后者是 CIDOC概念参考模型的扩展。 

    连续性资源带来了一个特殊的建模问题，因为这些资源的描述不仅反映了现有产

品的特征，而且只要所描述的资源仍在发布，也将反映未来行为的预期特征。PRESSoo

是一种面向事件的模型，用于清楚描述连续出版物的行为。 

    PRESSoo 起源于 2013 年，由 ISSN 国际中心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开发。2014 年，

FRBR评估小组通过了 1.0版本，并随后将其批准为 CIDOC概念参考模型的扩展。经过

全球范围的评估，PRESSoo1.3版本于 2016年经由标准委员会通过，随后由专业委员

会批准通过为国际图联标准。 

    PRESSoo的评估和维护工作由书目概念模型评估小组和 CIDOC概念参考模型特别

兴趣小组合作开展。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811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757
https://www.ifla.org/functional-requirements-for-subject-authority-data/
http://www.cidoc-crm.org/version/version-7.1.1
https://cidoc-crm.org/frbroo/ModelVersion/frbroo-v.-2.4
https://www.iflastandards.info/fr/frbr/frbroo.html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659
http://www.cidoc-crm.org/pressoo/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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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书目内容标准 

    遵循内容标准可确保出版书目的一致性。 

    内容标准明确规定： 

• 哪些信息收录到书目中 

• 以何种方式显示 

    内容标准也可包含关于资源中最规范的信息来源的指导说明。 

5.2.1 书目描述 

    国家书目的主要功能是对其收录的作品进行准确的书目描述。多年来，有关创建

书目描述的规则逐渐成熟，从机构标准发展到国家标准，最终演变为全球标准。国家

书目机构应根据公认的书目描述标准创建元数据，从而确保书目服务的实用性、互操

作性和效率。 

5.2.1.1 编目规则的兼容性 

    编目规则的兼容性与格式的兼容性同样重要。格式决定元数据的结构，而编目规

则决定其内容。 

    关于制定兼容性编目规则的国际倡议起源于两场活动： 

• 1961年，《巴黎原则》就名称和标题的选择、形式和结构提出了建议 

• 196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图联国际编目专家会议（Chaplin, Anderson 

& Honoré, 1970）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制定标准，规范书目描述的形式和内

容。 

5.2.1.2 核心国家书目元素 

    选择核心元数据需求的出发点是分析国家书目的使用情况，因为只有存在可用的

相关元数据，谈使用才有意义。用户对标准功能必然有不同的需求（如查询），甚至

可能有自己独特的需求。国家书目机构应避免仅为个别用户创建特定用途的元数据，

不过这些机构可以为用户添加标签或注释提供便利。 

    对用户需求的分析不应局限于 IFLA LRM和《国际编目原则声明》中提出的资源发

现需求，同时还要考虑： 

• 出版活动，例如： 

o 权利管理 

o 市场研究 

• 图书馆职能，例如： 

o 馆藏管理 

o 套录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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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数据管理 

    为上述职能提供支持的一些数据元素不一定属于资源描述的范围。国家书目机构

不必创建这些信息，但如有可能，可以关联付费资源，也可使用其它机构创建的元数

据。 

5.2.1.3 描述的粒度 

    国家书目机构须就所描述单元的元数据需求作出基本决策。国家书目的元数据是

否属于一套馆藏、一种资源甚至一种资源其中的一部分？用户需求以及国家书目机构

的能力，加上国家出版物和馆藏文献的数量，将对这一决策产生影响。 

• 馆藏级描述由描述全部馆藏的元数据组成，与显示级描述不同。国家书目机构

的馆藏级描述可能用于国家书目中的特藏文献，如学习对象、网站或某些类型

的馆藏，如非正式文献。图书馆馆藏级别的描述尚未标准化。 

• 标题描述：图书馆元数据大多用来描述资源——任何物理形式的文件，也称作

“实体”。资源构成了书目描述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书目机构决定收录网络

上的电子资源，它可能会发现无法将国内新增内容全部按照标题层级进行描述。 

• 部分描述：在某些情况下，国家书目机构可以决定对期刊文章、专著的章节和

其他部分、录音中的单个曲目以及其他类型的“作品中的作品”进行描述。这

种最低级别的描述可用于特藏，作为“分析性”查询的辅助手段。将《国际标

准书目著录》（ISBD）应用于描述部分内容的指导文件提供了这一层级描述的

框架。 

5.2.1.4 描述的细节层次 

    根据 1977年巴黎会议的建议和 1998年哥本哈根国家书目服务国际会议的确认，

国家书目机构有责任创建国内出版物的全面记录，这一责任主要基于印刷文献，因此

不可持续。 

    如今，国家出版物的很大一部分是电子资源。因此，出版物的增长速度可能超过

了国家书目机构全面处理资源的能力。因此，该机构需要采用分级方法，根据以下方

面确定适合不同类型资源的描述性编目层级： 

• 已经与资源相关联的元数据层级 

• 该资源对于国家书目的重要程度 

• 资源内容，而非载体 

    第一项建议体现了国家书目创建方式的重大变化，编目层级的实施将对用户产生

直接影响，国家书目机构必须考虑这一点。此外，必须简化流程，并尽可能实现自动

化。还应通过跨领域协作和消除数据交换障碍来提高效率。 

  

https://archive.ifla.org/VII/s13/pubs/Component_Parts_final.pdf
https://archive.ifla.org/VII/s13/pubs/Component_Parts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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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采用四种描述层级： 

• 规范层级 

• 全面层级 

• 增强层级 

• 基本层级 

    规范层级描述： 

• 规定了资源元数据的最高层级 

• 为资源发现提供了最灵活的支持 

• 包含由规范记录控制的（指定）检索点 

• 遵循明确的内容标准 

• 是成本最高的类别，但国家书目机构可以确保在最少干预的情况下重复使用记

录 

    规范控制： 

• 通过名称、标题和主题检索点支持准确识别资源 

• 通过名称和标题支持结果聚类，从而实现低成本显示 

• 通过参考架构支持导航至相关资源、状态或主题 

    需要认识到，为所有潜在资源创建规范元数据可能超出了大多数国家书目机构的

能力范围。因此，这些机构必须制定标准，确定国家出版物的哪些部分应予以这种程

度的描述。指导原则应该是资源内容的价值，而非其格式或载体。 

    1998年 FRBR最终版报告“第 7章：国家书目记录的基本要求”中提供了一个版

本的规范层级描述。第 7.3节“基本层级的国家书目记录”中要求的最小数据元素须

足以允许终端用户完成模型中定义的用户任务。应注意，FRBR基本层级记录： 

• 仅在名称上属于基本层级，实际上是复杂的元数据，可满足实现用户任务的需

求：查询、识别、选择和获取，根据 FRBR的定义，这些是资源发现的基础。 

• 确定所描述的资源与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识别和描述可支持辅助

功能，如探索和数据库聚类。 

• 成本较高，对于大多数国家书目机构来说，通过编制和推行此类记录来应对传

统和电子出版物的增长将是一个挑战。 

• 植根于传统的书目控制理念。如果这些理念在数字时代仍然有效，那么图书馆

界必须设法简化高效处理这一层级元数据所需的流程。 

    全面层级描述： 

• 规定用于描述和获取的扩展元数据的分配。 

• 明确遵循已发布的内容标准，但不承诺支持规范记录的任何检索点。 

• 不完全支持用户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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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能控制规范记录的检索点，将妨碍显示结果的聚类，导致单个实体出现多种

序列，例如著者、作品或主题名称，并导致用户服务下降。查询任务得不到完全支持，

资源之间的导航受到影响，资源的明确识别将受到限制。 

    增强层级描述： 

• 表明通过分配一些元数据来补充基本资源。 

• 可能没有指明所采用的内容标准，也不承诺对检索点进行规范控制。注意：缺

乏明确的内容标准标识意味着国家书目机构无法确定对用户的影响。 

• 不建议用于国家书目；如果要将其纳入国家书目，则应持续更新。 

• 不充分支持资源发现任务。 

    基本层级描述： 

• 假设书目机构或来源方未向资源分配元数据。 

• 可能包括直接采集的网页资源，不包含元数据或自动处理生成的元数据。 

• 如纳入国家书目，可能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 

• 对于国家书目机构来说是最经济的，但对于负责升级的代理商来说成本高昂。 

    资源发现完全依赖于自然语言检索，返回的结果与所使用的查询项相对应。在标

准网页界面中，结果将有序显示，如果所查询的资源易于区分（如通过主题词），或

者用户具有一般信息需求，可通过类似的资源来满足，这种方法最有效。 

    通过将成本转移到终端用户（终端用户将无法导航到相关资源，而只能通过现有

的本地链接），可在基本层级上实现资源发现。然而，庞大的结果列表可能会给用户

进一步精确检索、获取特定资源造成困难。 

5.2.2 编目规则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是确定需要记录的数据元素的标准，但它本身并

不是指导手册。最近由国家书目机构或图书馆协会制定的大多数编目规则都参考了

ISBD。 

5.2.2.1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是由国际图联 ISBD 评估小组制定和维护的一套规

则。 

    “ISBD的主要目标是……在共享书目信息时确保一致性。”

（http://www.ifla.org/about-the-isbd-review-group#objectives） 

    2011 年，综合版标准发布，其中整合了专著、地图、连续出版物和其他连载资源、

电子资源、非图书文献和印刷音乐作品的 ISBD。整合后的 ISBD 简化了该标准的应用，

并体现了电子载体对所有内容类型的重要性。 

    ISBD规范了书目描述的形式和内容。它主要涉及资源的描述，与检索点或规范控

制无关，因为它是在计算机化数据处理提供的可能性被人接受之前早已创建的。 

http://www.ifla.org/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standard-bibliographic-description
http://www.ifla.org/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standard-bibliographic-description
https://www.ifla.org/units/isbd-rg/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cataloguing/isbd/isbd-cons_201103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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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D确定以特定顺序记录或转录的数据元素，作为编目资源描述的基础。虽然

ISBD是众多编目规则所依据的共同标准，但它本身并不是国家书目编目的指导手册。

国家编目规则几乎都源于 ISBD，但作出了大量重要解释。 

    ISBD的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它是一套简化的规则，可用于生成易于理解的、人类

可读的书目记录表示，无需懂得资源语言即可理解。 

    在确定 FRBR属性的过程中，ISBD（以及其他规则）也发挥了作用。ISBD评估小

组制作了 ISBD元素与 FRBR实体属性和关系的映射。ISBD评估小组还负责维护 ISBD 

RDF/XML架构，帮助图书馆将元数据作为关联数据发布。 

5.2.2.2 国家编目规则 

    国家编目规则为检索点的选择和建设提供了指导，并可能涵盖编目的其他方面，

如 ISBD没有提及的规范控制。 

    国家编目规则的例子包括： 

• 意大利编目规则 REICAT（2009）  

• 中国编目规则（CCR2） 

    《英美编目规则》第二版（AACR2）最初是多国规则的集合，被广泛翻译和采用，

远远超出了最初的受众范围。AACR2的上一次更新发布于 2005年，当时《资源描述和

访问》（RDA）规则刚刚开始制定。 

5.2.2.3 国际编目指导 

    国际编目指导《资源描述和访问》（RDA）是广泛采用的 AACR2的后续版本。它的

第一版参考了 FRBR和 FRAD，制定它的目的是在电子环境中描述所有资源。它不受格

式和显示的影响。该标准于 2010年以印刷版和在线工具（RDA工具包）的形式发布。

“RDA重组和重新设计”（3R）项目于 2021完成，其中包括对 RDA工具包的全面重新

设计，并与 IFLA LRM概念模型保持一致。RDA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所有语言版本均

已整合到 RDA工具包中。RDA注册表包含 RDA中提供的所有元素的关联数据表示。该

标准的维护工作由 RDA指导委员会负责。 

    英国国家图书馆、加拿大国家图书和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

书馆于 2013年实施了 RDA。多个国家书目机构随后也实施了该标准。 

欲了解有关 RDA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 RDA指导委员会 

• RDA工具包网站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1901
https://www.ifla.org/g/isbd-rg/isbd-linked-data-study-group/
https://www.rdaregistry.info/
http://www.rda-rsc.org/
https://www.rdatoolkit.org/


 60 

5.2.3 规范控制 

    规范控制（或检索点控制）指的是指受控检索点（标题）的规范化以及替代和相

关检索点的提供。规范控制： 

• 通过匹配指定作者的作品或根据标题匹配匿名作品，支持查询功能 

• 通过消除人名、法人团体或作品名称及表达上的歧义，支持识别功能 

• 也用于根据主题识别和关联资源 

    为规范控制创建的规范、变异受控检索点以及规范记录之间的关系支持终端用户

实施导航。 

    规范控制仍然以手动为主，该流程的自动化是扩展的先决条件。ISNI的目标是提

供可机读的名称标识符。 

    VIAF和 People Australia等项目正在尝试开展规范数据的自动匹配。出版商逐

渐认识到自动化规范流程对版权管理和开发作者身份识别的自动化方法（如爱思唯尔

的 SCOPUS服务）所作出的潜在贡献。 

    国际图联发布了规范记录和参考指南，其中介绍了创建规范数据的传统流程和原

则（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Working Group on GARE Revision, 2001）。 

5.2.3.1 规范控制的水平 

    国家书目的范围应反映在规范文件的范围内。因此，在国家书目中收录期刊文章

的国家书目机构应在规范文件中记录这些文章的作者和撰稿人。然而，在实践中，大

多数国家书目机构无法对文章进行编目，也无法为其作者创建规范记录。因此，这一

领域激励相关人员研究制定更有效的规范控制方法。 

5.2.3.2 规范控制的范围 

    国家书目机构负责“为本国的个人和法人作者建立规范的姓名形式，以及本国个

人和法人作者的规范名单”（Anderson, 1974）。在实践中，许多国家并不将其规范

名单局限于“国家”名称，而是包含在该国出版或发行作品的所有作者的姓名。规范

文件的范围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实体，如作品和表达。 

5.2.3.3 合作项目 

    规范控制是一个成本高昂的流程。目前存在多种国际倡议，目的是通过合作降低

规范控制成本。这些倡议也大大有助于在异构环境中提高检索的便利性。 

具体项目包括： 

• 虚拟国际规范文档（VIAF） 

    VIAF是一个合作项目，将来自国家图书馆和其他组织的规范文件汇集在一起，以

便将给定实体的规范数据关联到一个“超级”规范记录中。它最初是一个联合项目，

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 OCLC共同开展。2017年，

参与方增加到了 36个国家的 43个机构。 

https://www.isni.org/
http://viaf.org/
https://wiki.nla.gov.au/display/peau/Home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1401
https://www.oclc.org/en/via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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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NACO规范文件  

    LC/NACO 规范文件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名称规范合作计划（NACO）合作维护的

国际名称规范文件。它包含超过 900万条记录，涉及世界各地数百个图书馆和项目。

它是合作编目计划（PCC）的核心活动。 

5.2.3.4 规范控制标准 

    过去，规范文件的标准通常是国家编目规则的一部分内容，如《英美编目条例》

第二版（AACR2）和《字顺编目规则》（RAK）。随着 RDA作为国际通用编目指令集的

发展，RDA规范控制要求在全球图书馆界得到广泛应用。内容标识符（即，明确确定

和进一步描述记录中的数据元素，并支持数据操作的编码和惯例）由每种格式定义。

构成格式化记录的数据元素的内容通常由格式之外的标准定义。 

    具体的规范格式包括： 

• UNIMARC规范格式（UNIMARC/A）由国际图联发布，是 UNIMARC书目格式

（UNIMARC/B）的配套格式。 

• 规范数据的 MARC 21格式是另一种广泛使用的规范文件表示和交换格式。 

• 元数据规范描述方案（MADS）是规范元素集的 XML标准。 

    规范标准包括： 

• 由国际图联编制的《规范记录和参考指南》（GARR）是创建规范数据的标准。 

• 200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了《法人团体、个人和家庭的国际标准档案规范

记录》（ISAAR (CPF)），作为《通用国际标准档案描述》（ISAD(G)）的补充。

这是一个真正的内容标准。 

5.2.4 主题标准 

    国际图联建议提供国家书目的主题检索。国际图联主题分析和检索专业组制定了

具体的指南，并发布了印刷版。 

5.2.4.1 主题索引方案 

    主题索引方案提供对资源内容的受控访问。该方案约定了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

系，以支持用户导航。 

    1898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编制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LCSH）并维护至今，用于美国国内和国际的合作编目，

通常用于翻译工作。 

    知名的国内主题索引方案包括： 

• 2006年发布的意大利语系统 Nuovo Soggettario 

• 加拿大法语方案——拉瓦尔大学图书馆主题词目录（RVM） 

• 法语版统一字顺式和百科全书式规范目录（RAMEAU）。 

https://authorities.loc.gov/
https://www.loc.gov/aba/pcc/
https://www.ifla.org/units/unimarc-rg/
https://www.loc.gov/marc/authority/
https://www.loc.gov/standards/mads/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1401
https://www.ica.org/en/isaar-cpf-international-standard-archival-authority-record-corporate-bodies-persons-and-families-2nd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832
https://id.loc.gov/authorities/subjects.html
https://id.loc.gov/authorities/subjects.html
https://thes.bncf.firenze.sbn.it/index.html
https://rvmweb.bibl.ulaval.ca/
https://rameau.bnf.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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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 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合作方案 

    主题索引计划主要通过语言来表述概念。促进跨语言障碍主题索引互操作性的合

作方案可能包括对代表同一概念的术语进行智能映射或匹配。 

    涉及多国、多语言的合作方案包括： 

    MACS（多语种主题检索）是一个合作项目，由英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

法国国家图书馆和瑞士国家图书馆联合开展，目的是在 LCSH、GND和 RAMEAU索引方案

的基础上提供多语种的主题检索。 

5.2.4.3 主题分类方案 

    国际图联建议采用主题分类方案来安排国家书目。分类方案可以与所使用的主题

方案或独立方案直接相关。 

    广泛使用的通用分类方案包括： 

• 杜威十进分类法（DDC），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通用分类方案。DDC系统组织了

约 60个国家的书目，多年来已翻译成 30多种语言。 

• 国际十进分类法（UDC），一种流行且广泛使用的分类方案，在全球 130多个国

家使用，多年来被翻译成 40多种语言。 

• 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LCC），在世界各地的高校图书馆中普遍使用。 

5.3 标识符 

    标识符是字符串（字符序列）和信息资源之间的关联关系。这种关联关系通过将

标识符字符串绑定到标识资源特征的一组记录来表示。 

    国家书目机构通常担任全国标准标识符的管理和分配机构。在其他国家，这一职

责可能由贸易、标准或商业组织承担。 

    标准标识符支持整个供应链的互操作性。它们是资源描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标志着资源已正式发布的指标。国家书目机构可使用标准标识符查找资源的其他元数

据，国家书目中通常使用以下产品标识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针对印刷和电子图书 

•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针对印刷和电子期刊 

    强烈建议国家书目机构保留与资源相关或记录在随附元数据中的标准标识符。 

    建议国家书目机构负责分配与国家书目中所示文献相关的标准标识符（如 ISBN、

ISSN、ISNI）。 

  

https://www.ifla.org/best-practice-for-national-bibliographic-agencies-in-a-digital-age/node/9041
https://www.oclc.org/en/dewey.html
https://www.udcc.org/
https://www.loc.gov/catdir/cpso/lcco/
https://www.isbn-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iss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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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本地或系统控制号 

    图书馆管理和其他书目数据库系统通常会为书目记录分配本地系统控制号。然而，

这些主要用于内部数据库维护，对外部用户的价值有限。本地系统标识符通常在从一

个系统迁移到另一个系统时或在数据库管理活动中发生变化，因此对于长期识别而言

缺乏可靠性。 

    建议国家书目机构为提供给用户的每个记录分配和维护某种形式的唯一书目标识

符，以便长期有效管理。 

5.3.2 国家书目号（NBN） 

    尽管 NBN尚未成为正式标准，但已有相关规范的详细信息。 

    NBN 的目的是实现永久性资源识别，确保国家书目中的每个条目都能被明确引用。

建议： 

• 国家书目机构为每个针对国家书目创建的记录分配一个 NBN。 

• NBN作为国家书目中描述的每项资源每个条目的一部分发布。 

• NBN不重复使用。 

• 如有必要合并重复条目，则保留两个条目的 NBN，被替代条目的 NBN应作相应

的标记。 

    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 各国家图书馆遵循的指南规定了不同版本的作品在何种情况下应分配相同或不

同的 NBN。这仅适用于手动分配的情况。 

    NBN没有明确的解析系统。注册文件建议通过国家书目数据库，或者通过网络索

引或档案进行解析。 

5.3.3 永久标识符 

    永久标识符是可用于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检索数字对象的标识符。它通过将公开可

见的 ID与目录或数字存储中的元数据或内容的当前地址相匹配，确保准确识别资源，

即使该地址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随着国家书目发展在线或关联数据服务，用于引用

和关联的永久标识符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 

    欲了解有关永久标识符的更多信息，请查阅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标识符政策声明

（2021）。 

5.3.3.1 永久统一资源定位符（PURL） 

    永久统一资源定位符（PURL）由 OCLC开发并实施，是针对一般性互联网资源的

命名和解析服务。自 2016年 9月起，它由互联网档案馆管理。PURL 看起来与 URL 一

样，但它指向一个解析服务，而不是数字资源的实际位置。该解析服务又将用户重新

定向到相应的 URL。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Bibliography_Number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bibliography/national_bibliography_number.pdf
https://www.bnf.fr/sites/default/files/2021-01/BnF_politique_identifiants_principes.pdf
https://www.bnf.fr/sites/default/files/2021-01/BnF_politique_identifiants_princip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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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2 调度系统 

    调度系统（Handle system）由美国全国研究创新联合会（CNRI）开发，是通过一

个全球调度服务，为互联网上的数字对象和其他资源分配、管理和解析永久标识符的

综合性系统。 

5.3.3.3 数字对象标识符（DOI） 

    数字对象标识符（DOI）系统的开发由美国出版商协会发起，目前由国际数字对象

标识符基金会管理。唯一标识符的 DOI系统基于调度系统，允许将唯一数字标识符分

配给商业数字出版物。 

5.3.3.4 档案资源密钥（ARK） 

    档案资源密钥（ARK）系统与位置和协议无关，它是永久标识符的替代方法。2001

年，John Kunze以保管档案数字对象为目的开发了该系统，强调了资源管理原则以及

长期命名方案。 

    ARK 标识符是由加利福尼亚数字图书馆实施的用于永久访问数字对象（包括图片、

文本、数据集和检索工具）的命名方案。 

    ARK标识符是一个专门构建的、全球唯一的、可操作的 URL，该方案基于三个关联

要求： 

• 从对象到管理承诺的关联 

• 从对象到描述该对象的元数据的关联 

• 关联到对象本身（或合适的替代物） 

5.3.4 网络标识符 

5.3.4.1 统一资源标识符（URI） 

    统一资源标识符（URI）或国际化资源标识符（IRI）是一系列字符，用于标识具

体的资源，常见于网络上，并通过 HTTP、FTP等公共协议与资源进行交互。URI规范

由万维网联盟（W3C）维护，该组织还记录了网络上使用的不同寻址形式之间的关系。

URI的形式包括 URN和 URL。URI越来越多地用于标识关联数据资源，其中源于书目记

录的文字文本值被关联到数据库记录标识符的 URI所替换（例如，使用关联到作者

VIAF记录的 URI替换作者姓名的文本）。 

5.3.4.2 统一资源定位符（URL） 

    统一资源定位符（URL）通过收录协议句法、域名和资源所在文件的名称来标识和

定位网络资源。如果资源在存储库中发生移动，URL不一定能保持与该资源的关联。 

5.3.4.3 通用资源名称（URN） 

    通用资源名称（URN）是一种 URI，是互联网数字资源的标准、持久和唯一标识符。

要将 URN关联到资源，需要用到解析服务。 

5.3.5 特殊标识符 

http://www.handle.net/
http://www.doi.org/hb.html
https://publishers.org/
http://www.doi.org/
http://www.doi.org/
http://www.cdlib.org/inside/diglib/ark/
http://www.cdlib.org/
https://www.w3.org/Address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form_resource_identifi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ized_Resource_Identifier
https://www.w3.org/
https://www.w3.org/Addressing
http://viaf.org/
https://www.w3.org/Address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form_resourc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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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核心书目标识符，如针对图书的国际标准书号（ISBN）和针对期刊的国际标

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其他新的和成熟的标识符也为国家书目机构所关注。本节

介绍了最重要的几类标识符。 

5.3.5.1 ISAN 

    国际标准视听资料号（ISAN）是符合国际标准（ISO 15706-1和 15706-2）的视听

作品标识符。它是在 ISAN系统中注册的针对视听作品的唯一永久参考编码，可用于所

有类型的视听作品。 

5.3.5.2 ISMN 

    国际标准印刷音乐作品编码（ISMN）是一种标准标识符（ISO 10957），“是用于

识别所有标注音乐出版物的唯一编号”，并被公认为印刷音乐作品标识符。 

5.3.5.3 ISNI 

    国际标准名称标识符（ISNI）是个人或法人团体的国际标准标识符（ISO 27729），

在规范控制、版权管理和资源发现方面有明确的应用。 

    ISNI 被视为跨领域系统，是一种“桥梁标识符”，其用途超越了传统的图书馆界，

因此是开发关联数据服务的潜在重要手段。 

5.3.5.4 ISRC 

    国际标准音像制品编码（ISRC）是音像制品的标准永久标识符（ISO 3901:2001）。

它可以直接编码到产品中，从而提供数字指纹，同时也是数字时代收集版税的基本依

据。国际 ISRC机构正在开发用于标识符的标准最小元数据集。 

5.3.5.5 ISWC 

    国际标准音乐作品编码（ISWC）是一种标准标识符（ISO 15707:2001），用于唯

一且准确地标识音乐作品。它是一个永久标识符，用于标识跨越政治和语言边界的作

品，但不关注作品的表达或表现方式，因此不标识作品的录音、出版物或广播内容。

ISWC在跟踪和交换音乐作品信息（例如版税的发放）方面有许多潜在用途。 

5.3.6 最新成果 

    对实体（个人、法人团体、作品等）进行明确标识是开展机器对机器操作的必要

前提，目前更多标识符还在开发中。 

    ISBN和 ISSN等标识符与产品有关（IFLA LRM中的表现内容）。新一代标识符与

作品和表达有关，因此有助于识别表现内容与人或机构之间的关系。 

  

https://www.isbn-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issn.org/
https://www.issn.org/
https://www.isan.or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Standard_Music_Number
https://www.isni.org/
https://www.usisrc.org/
https://www.iswc.org/
https://www.isbn-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iss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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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元数据格式 

    过去，图书馆以特定领域的格式交换元数据，如 MARC（机读目录），并向终端用

户提供一些有限的基于文本的下载格式。后一种情形的标准化程度有限，虽然一些图

书馆目录支持个人书目引用管理工具，如 EndNote。 

    最近，图书馆开始以非专有格式（如 RDF）提供元数据，这通常属于开放数据倡

议的内容，旨在为更广泛的用户社群获取其元数据提供便利。 

5.4.1 MARC格式 

    为了对描述进行编码，大多数图书馆仍然使用 MARC（机读目录）格式，它遵循的

是 ISO 2709文件标准。这一系列格式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在 20世纪 60年代开发，此后

不断扩展。虽然当前的大多数图书馆软件仍然使用变异的 MARC格式，但基于现代技术

的各种替代方案越来越多。国家书目机构应始终关注符合用户需求的格式。 

5.4.1.1 UNIMARC 

    为了解决 MARC格式多种多样的问题，国际图联推动开发一种专门用于国家图书馆

之间交换书目数据的国际格式。虽然根据最初的设计，UNIMARC是一种交换格式，但

很多国家将其开发为一种生产格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将其用于图书馆产品，主要

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向自动化图书馆管理系统和标准数据格式转移。UNIMARC包含

四种格式： 

• 书目 

• 规范 

• 分类 

• 馆藏 

    国际图联永久 UNIMARC委员会（PUC）负责维护和开发 UNIMARC格式。 

5.4.1.2 MARC 21 

    MARC 21是 USMARC、UKMARC和 CAN/MARC集成的产物。它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

MARC格式，也是事实上的标准。它既是生产格式，也是交换格式。MARC 21包含五种

格式： 

• 书目 

• 规范 

• 馆藏 

• 分类 

• 社群信息 

    MARC 21的维护机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该馆还提供格式支持文件，包含多个翻

译版本，例如《了解 MARC书目》和《了解 MARC规范记录》。MARC 21格式的法语译

本由加拿大国家图书和档案馆维护。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dNot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source_Description_Framewor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en_data
https://www.iso.org/standard/41319.html
http://www.ifla.org/publications/unimarc-formats-and-related-documentation
https://www.ifla.org/g/unimarc-rg/permanent-unimarc-committee-puc/
https://www.loc.gov/marc/
https://www.loc.gov/marc/umb/
https://www.loc.gov/marc/uma/index.html
https://www.marc21.ca/index-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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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3 国别 MARC格式 

    很多国家开发了本国版本的 MARC，以顺应本国实践。 

    近年来，很多国家都在采用 MARC 21 和 UNIMARC 格式，但很少开发新的 MARC 格式。 

5.4.2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倡议（DCMI）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倡议（DCMI）是一个致力于大范围推广互操作元数据标准和开

发专门元数据词汇表的组织。 

    该倡议始于 1995年在美国俄亥俄州都柏林举办的一场研讨会，这场活动聚集了图

书馆员、数字图书馆研究人员、内容提供方和文本标记专家，旨在完善信息资源的发

现标准。最初的都柏林核心元数据是一个小型描述元素集，很快吸引了全球大量信息

提供方的兴趣。 

5.4.2.1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是一个 ISO标准（ISO 15836），在网络和图书馆界作为

一个跨领域标准而广为人知，它规定了资源描述的 15个数据元素。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参考描述》已被翻译为 24种语言。 

5.4.2.2 DCMI 图书馆应用配置 

    应用配置的概念最早出现于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倡议，表示特定的应用或项目使用

到了哪个命名空间的哪些元素。应用配置被定义为由从一个或多个命名空间中提取的

数据元素组成的方案，实施人员将这些元素集中起来，并针对具体的本地应用进行优

化。 

5.4.3 XML格式 

    所有标记语言都源自标准通用标记语言（SGML），它在 20世纪 80年代用于技术

和科学领域的专业出版环境。不同的“格式”基于相同的“语法”关联到被称为文档

类型描述（DTD）的记录配置文件。 

    可扩展标记语言（XML）广泛应用于许多不同的社群，与传统的 MARC格式相比，

它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它具有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因此支持不同数据模型的表达。

XML是公认的行业标准，它促进了跨领域的互操作性，并且比其他同类方案更易于处

理。XML在展示分层或分析信息方面也更强大，同时在书目（和规范）记录与数字资

源之间实现良好的关联管理。 

XML格式用于图书馆和档案馆界，以及出版和图书贸易行业。 

5.4.3.1 MARCXML 

    MARCXML是一种文档类型描述（DTD），用 XML描述 MARC 21格式。MARCXML在国

会图书馆和 OCLC WorldCat中有多种应用，旨在促进书目格式向 XML转化，同时保持

与现有书目数据的兼容性。 

http://dublincore.org/
https://www.iso.org/standard/52142.html
http://www.ariadne.ac.uk/issue/25/app-profil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andard_Generalized_Markup_Langua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cument_type_defini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cument_type_defini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XML
https://www.loc.gov/standards/marcx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cument_type_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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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 元数据对象描述方案（MODS） 

    元数据对象描述方案（MODS）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络开发和 MARC标准办公室与

其他有关专家共同创建的，作为一种多功能书目元素集模式，对图书馆应用具有独特

的价值。 

    作为一种 XML方案，MODS的设计初衷是承载现有 MARC 21记录中的选定数据，并

帮助创建原始资源描述记录。它包括 MARC字段的子集，使用基于语言的标签，而非数

字标签，并在某些情况下将 MARC 21书目格式的元素进行重组。 

    MODS使用万维网联盟的 XML方案语言表示。该标准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网络开发

和 MARC标准办公室维护，并由用户贡献数据。 

5.4.3.3 联机信息交换标准（ONIX） 

    联机信息交换标准（ONIX）是一组用于图书、期刊和版权信息的相关 XML标准。 

    图书 ONIX （ONIX for Books）是图书贸易行业广泛采用的第一个标准，由

EDItEUR与图书行业通讯（英国）和图书行业研究小组（美国）共同制定，目前在国

际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维护。图书产品信息消息 ONIX（ONIX for Books Product 

Information Message）是电子通信图书贸易领域产品信息实际采用的国际标准。 

    图书 ONIX 是一种非常全面而复杂的格式，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中尽量实现最多功能。

使用最广泛的版本是 ONIX 2.1，它是图书行业采用的第一个真正国际化的描述性元数

据格式，其后续版本 ONIX 3.0增加了电子书。 

    图书馆长期以来一直注重以出版商信息作为目录记录的依据，以提高效率。出版

商从专有的本地格式迁移到 ONIX，减少了维护多个 MARC翻译版本的开销，具有现实

意义。负责维护 CIP计划的国家书目机构通常接受 ONIX格式的文件，作为出版商近期

出版计划的通知。用户可在 EDItEUR网站上找到有关 OCLC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创建的

ONIX到 MARC 21映射的详细信息。 

5.4.3.4 书目框架倡议（BIBFRAME） 

    BIBFRAME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起的一项倡议，旨在通过创建新的书目数据模型

和词汇表（针对网络使用进行优化），探索从长期使用的 MARC 21格式的过渡。虽然

BIBFRAME的设计是为了满足图书馆的特定需求，它也可用于满足更广泛的信息社群的

需求，并提供新的整合机会。该倡议正在研究多种书目数据问题，包括： 

• 描述和编目规则 

• 通过新的数据录入方式创建书目数据 

• 交换协议和方法 

• 兼容多种内容模型 

    很多图书馆已经开始尝试使用 BIBFRAME，虽然还没有稳定的最终形式，但它在图

书馆界引起了大量兴趣和辩论。美国国会图书馆针对 BIBFRAME创建了一个常见问题清

单，用于解决许多常见问题。 

5.5 元数据传输标准 

    本节介绍了通过文件传输交换书目元数据的标准和最佳实践，包括： 

https://www.loc.gov/standards/mods/
https://www.loc.gov/marc/ndmso.html
https://www.w3.org/XML/Schema.html
https://www.editeur.org/8/ONIX/
https://www.editeur.org/11/Books/
https://www.editeur.org/17/Serials/
https://www.editeur.org/20/Licensing-Terms/
https://www.editeur.org/
https://bic.org.uk/
https://bisg.org/?
https://www.editeur.org/12/About-Release-3.0/
https://www.editeur.org/96/ONIX-and-MARC21/
https://loc.gov/bibframe/
https://loc.gov/bibframe/docs/index.html
https://loc.gov/bibframe/faqs/
https://loc.gov/bibframe/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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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命名和添加标签 

• 数据交换格式 

• 文件压缩 

5.5.1 关于文件命名和添加标签的规则 

    由于这一领域目前缺乏国际标准，国家书目机构有必要针对其网站提供的数据文

件的命名和添加标签制定、维护和发布规则。 

5.5.1.1 文件命名 

    理想的情况下，以统一格式创建的唯一文件名称应包含以下元素，从而支持机器

和人工处理： 

• 文件格式（例如，通过添加后缀.mrc表示 MARC交换文件） 

• 文件内容（例如，通过添加前缀 NB表示“国家书目”） 

• 有关文件内容的版本、部分或日期的标识（例如，用 20140906来表示包含

2014年 9月 6日发布的文献，或用 2058来表示第 2058期国家书目） 

• 如果较大的数据文件为了便于传输而分割，则应标明各个部分的编号。 

5.5.1.2 添加文件标签 

    除了正式的命名规则外，国家书目机构还可以在数据文件后随附摘要文本文件，

用于记录其内容。理想的情况下，此类文件应包含描述文件内容的基本统计信息（新

的、更改或删除的记录数量，文件中包含的记录总数等）。 

    使用此类文本文件可以帮助用户充分验证他们是否收到了文件的完整副本。 

5.5.1.3 非专业文件压缩格式 

    虽然早期的信息交换格式（ISO 2709）能够有效传输压缩的 MARC数据，但其他基

于非 MARC 文本的数据格式（CSV、XML 等）缺乏通用的标准。通用文件归档工具（ZIP、

TAR等）可用于实现更高效和快速的数据文件传输。 

    这些工具还可以简化多文件集的管理，使文件能够与任何相关文档一起合并到单

个档案中。此外，国家书目机构可使用通用压缩工具（如 TAR）将 ISO 2709格式的

MARC数据的多个文件与相关文档打包。 

  

https://www.iso.org/standard/41319.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a-separated_valu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ZIP_(file_form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r_(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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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专业书目传输标准 

    图书馆通常使用基于 ISO2709标准的专业格式来分配 MARC数据，这些格式可以轻

松地通过图书馆管理系统导入。 

5.5.2.1 ISO 2709 

    多年来，国家书目机构一直使用信息交换格式（ISO 2709）有效压缩和交换 MARC

数据。虽然个别组织可以根据 ISO 2709标准创建具体的 MARC格式（如美国国会图书

馆和 MARC 21），但所有这些基本上都符合核心标准。 

5.5.2.2 MarcXchange 

    MarcXchange针对 MARC记录规定了基于 XML的通用交换格式的要求。这种 XML 

DTD描述了一种通用结构，主要通过利用 MARCXML实现系统之间的通信。 

5.5.2.3 METS 

    元数据编码与传输标准（METS）是用于编写数字图书馆对象的描述性、管理性和

结构化元数据的标准，使用万维网联盟的 XML模式语言表示。该标准由 METS委员会与

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络开发和 MARC标准办公室联合维护，最初作为数字图书馆联合会的

一项倡议启动。 

5.6 标准和语义网 

    语义网是让机器自动处理信息内容的一种网络愿景。万维网联盟发布了指导建议，

作为语义网的标准。 

    图书馆开始探索通过使用关联数据技术对传统书目元数据进行充实语义和重新建

模的可能性，以便更广泛地利用资源。有关关联数据服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 章。 

本节简要介绍了国家书目机构在开发语义服务时应重点关注的几项标准。 

5.6.1 RDF 

    资源描述框架（RDF）为描述网络上的资源以及不同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简单的

语义。RDF中的编码是可机读的，可以在不同的软件应用系统之间交换，并在网络上

发布。 

    RDF支持以“三元组”的形式构建网络资源语句，即“主语—谓语—宾语”的表

达形式（例如，“本章”“创作者”“Alan Danskin”）。在 RDF术语中，该语句的

每个部分都是一个“资源”，可以用统一资源标识符（URI）表示。因此，整个语句可

以用机器能够处理的术语来表达。 

5.6.2 OWL 

    网络本体语言（OWL）的设计初衷是实现信息内容的机器处理。OWL明确表示词汇

表中术语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http://www.iso.org/iso/catalogue_detail.htm?csnumber=41319
https://www.iso.org/standard/41319.html
https://www.loc.gov/marc/specifications/specrecstruc.html
file://concordia.ca
https://www.loc.gov/standards/marcxml/
https://www.loc.gov/standards/mets/
https://www.loc.gov/marc/ndmso.html
https://www.w3.org/standards/semanticweb/
https://www.w3.org/RDF/
https://www.w3.org/TR/owl2-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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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SPARQL 

    简单协议和 RDF查询语言（SPARQL）是基于 RDF的数据库使用的一种查询语言，

通常用于关联数据活动。 

5.6.4 图书馆中的关联数据 

    负责维护书目模型和标准的机构认识到，如果要保持书目标准在语义网中的相关

性，就必须确保新制定的标准保持一致。因此，有关机构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根据这

些建议制定书目标准。 

    国际图联针对主要的书目标准建立了命名空间，包括 ISBD、UNIMARC、LRM/FRBR

和 MulDiCat。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 BIBFRAME倡议还采用了一种方法，利用图书馆界的关联数据创

建了 MARC 21格式的后续版本。 

5.7 字符编码标准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字符编码必须能在国际层面进行解读，同时要根据用户需求

对脚本信息进行编码和显示。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单个书目记录中出现多个脚本并不

罕见，即使在同一脚本中仍需将索引转译。因此，准确的字符编码对于在国际层面交

换数据至关重要。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需要准确描述的字符越多，字符编码标准就越复杂。 

5.7.1 ASCII与专业字符集 

    多年来，基本的拉丁文字母、数字和符号都根据 ASCII（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编码）

进行编码，它是计算机处理中最早使用的字符编码之一。该标准于 1963年引入，使用

7位编码。然而，图书馆从实现自动化开始，就要求不只将基本的拉丁文字符编码到

书目中。因此，20世纪 70年代出现了许多字符集标准，其中最常见的是 ISO 5426

（扩展拉丁字符）。 

    虽然对于印刷书目来说，字符编码标准的主要目标是描述所需的全部印刷字符，

但在国际数据交换的时代，任何编码标准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解读。因此，国际

数据交换的需求日益增长，催生了标准化的通用字符集编码：Unicode。 

5.7.2 Unicode/UTF-8 

    Unicode由负责 ISO/IEC 10646（JTC 1/SC 2/WG 2）的 ISO工作小组和 Unicode

联盟共同开发，是一种用于编码多语言文本的通用标准。ISO10646标准于 2002年 10

月首次发布，并于 2003年 12月修订。 

    2014年的版本描述了 100个脚本中的超过 11万个字符，以及各种符号。 

    统一编码工作可以以合成和分解的形式进行，后者表明特殊字符由基本字母和相

关的变音符号组成。例如，变音字母包括一个基本字母和在元音上添加的“组合用分

音符”（U+0308）。 

    Unicode（或 ISO10646）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将几乎所有脚本编码，同时避免转

义序列的不同组合产生的歧义。它可以用于 16位集（UTF-16）或 8位集（UTF-8）。   

https://www.w3.org/TR/rdf-sparql-que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US-ASCII
http://en.wikipedia.org/wiki/US-ASCII
https://home.unicode.org/
https://home.unico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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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在网络上越来越多地用于数据交换，因此被推荐为书目记录和图书馆数据处理的

最佳选择。Unicode标准的最新版本与 web上与按脚本排列的字符代码图表已发布到

网上。 

    其他有用的资源包括： 

• libUniCode-plus（Unicode图表的创建和操作） 

• Unicode字符检索（按字符的 Unicode名称进行检索）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code. 

  

https://www.unicode.org/versions/Unicode14.0.0/
http://www.unicode.org/charts/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libunicode-plus/
https://www.fileformat.info/info/unicode/char/search.ht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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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服务 

6.1 概述 

    很多国家书目机构已从印刷品和光盘转向通过基于网络的在线方式提供国家书目

服务。任何国家书目机构对于服务方式的选择都受其所在国的自动化水平、首选商业

模式以及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影响。 

    国际图联的国家书目登记表提供了大量服务提供的案例。 

    ICNBS就国家书目的格式和设计提供了一些指导，但这些主要面向印刷出版物，

而非在线产品。 

    在线国家书目为不同环境中的不同用户群体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源，它的界面最

好可以实现下列每个群体所需的功能： 

• 终端用户（包括将国家书目作为信息来源的群体和法人团体等）：获取关于著

者和出版物以及主题等方面的信息，用于识别出版物或著者。 

• 馆藏开发和出版商分析：分析现有出版物（包括获知未来出版计划）。 

• 采购和书商：选择和订购出版物。 

• 编目：副本编目或编目支持。 

• 记录的再利用：将记录下载或导出到其他数据库和其他计算机应用程序（例如

CERL、Index Translationum或图书馆目录，用于回溯性转换）。 

• 版权管理：追踪出版物和确认著者。 

• 计算机软件：联合搜索、分布式检索、采集等。 

6.2 通用要求 

6.2.1 检索点 

    核心检索点： 

• 著者 

• 标题 

• 出版商 

• 日期 

• 语言/国家 

• 题材/格式 

• 主题 

• 标识符 

• 目标受众 

    对于著者检索点，应支持搜索任何形式的作者姓名（包括规范形式或变异形式）。

这需要在所有系统中实现名称规范控制。对于版权管理，著者的角色（关联编码）也

很重要。 

https://www.ifla.org/g/bibliography/national-bibliographic-register/
https://archive.ifla.org/V/press/icnb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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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主题检索 

    网络使图书馆能够向广泛且多样化的受众群体提供其数据库。不同的门户以及跨

资源和服务的分布式/联合搜索使情况更加复杂。然而，（图书馆了解和开发的）主题

检索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情况。众所周知，主题检索对国家书目的大多数目标用户群

体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必须得到有效的保障。确定主题检索的精确比例的困难之处在

于，用户经常使用描述性元数据中的非受控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 

国际图联分类和索引专业组 1的一个工作小组编制了《国家书目主题检索指南》。 

6.2.2.1 主题检索策略 

    用户的检索策略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获取方式的影响：要么在著者、标题或其他

信息已经存在的前提下搜索已知项目，或搜索具体的主题。用户可通过下列方式进行

检索： 

• 浏览主题索引 

• 输入精确的主题词 

• 通过主题分类进行浏览 

    对在线书目数据库进行主题检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个方面： 

• 数据库应用 

• 主题分析使用的语言 

• 本地政策和实践 

• 用户意见和反馈 

• 实现用户与系统间互动的软硬件设施 

6.2.2.2 主题索引和关键词检索 

    允许主题检索的信息检索系统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 第一种通过文档中使用的实际词语和/或其标题和/或摘要检索作品，并使用非

受控或自然语言。 

• 第二种使用受控词语描述作品主题。 

• 第三种使用受控符号（数字、字母或两者的组合）来表达主题。 

    在受控（或规定）索引语言中，用于描述主题的精确词语和这些词语的分配过程

由图书馆专业人员管理。在线目录的发展将最佳的受控和非受控方法（即关键字检索

和全文检索）结合起来，使用户受益。 

    基于规范列表的受控索引词汇为索引和搜索活动提供了帮助（Olson and Boll, 

2001）。它同时还： 

• 为任一概念赋予单一的词语或符号 

• 确定词语的大小或范围 

 
12016 年之前为国际图联主题分析和检索专业组。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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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记录其层级关系、仿射关系或关联关系 

• 控制变异拼写 

• 通过形容词、修饰语或短语以及精确的术语，明确识别同音异义词表达的多种

含义 

    使用此类词汇有助于检索人员在不完全了解自己所需信息的情况下明确检索目标，

并提高以下几个方面的可能性： 

• 编写索引人员和检索人员将以相同的方式表达特定的概念。 

• 编写索引人员和检索人员将通过句法特征（如广义词语、狭义词语或相关词语）

引导至目标主题。 

• 不同的编写索引人员将使用相同的词语，从而确保索引的一致性。 

    关键字和/或全文检索的替代方法使用户能够使用自己的词汇获得更准确的结果，

尤其利用词典、语料库、词干提取器、语法分析器等工具进一步增强。 

    输入成本过高通常被视为受控词汇表的最大缺陷。然而，在为跨学科馆藏编制资

源索引时，这种系统可以弥补语言或主题词使用上的变化。 

6.2.3 功能 

    谷歌和亚马逊改变了用户对于检索功能的期望和行为，并使出现大量结果和低精

准度成为常态。然而，许多新系统，例如针对电子期刊开发的系统，提供了开发水平

较高且精确的检索选择。国家书目应提供多种线上功能，包括： 

• 简单的关键词检索——但无法满足用户的具体信息需求。 

• 高级搜索选项——例如，在特定的检索点内部进行搜索，以及（间接或直接）

使用布尔运算符。提供在线检索表单来规范用户检索行为，这是最直观的选择。 

• 索引浏览——为了降低查询的难度，索引应可供浏览，所选值应可以转移到用

户检索语句。 

• 基于题材、语言和目标受众等标准的层面浏览。 

• 搜索个人或法人著者名称，并辅以名称规范控制。 

• 在线系统中的规范控制——通过使用检索点的连贯表单以及通过规范表单与变

异表单的检索，启用并增强目录的识别和查找功能。在规范控制系统中，用户

可以认定与具体名称相关的所有作品都将出现在检索结果中。 

    两个重要的辅助功能与结果的操作有关： 

• 用户需要将结果导出，将书目记录转移到不同的计算机应用中，实现自定义使

用（例如，编制书目或参考列表）。 

• 分类整理对于大型结果集很重要，这在国家书目中并不罕见。应提供多个分类

关键词，用于显示： 

o 出版日期（升序和降序） 

o 著者关系 

o 出版商 

o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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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互操作性 

    国家书目，特别是电子国家书目的设计应为国际层面的整合提供便利。因此，有

必要支持互操作性，从而得到具有丰富检索和浏览功能的全功能数据库。 

6.2.4.1 标准的采用 

    大多数标准都是在专业社群内部创建的，旨在确保这些社群内部的互操作性。出

于这个原因，图书馆标准与博物馆、档案馆和出版行业等类似领域的标准不兼容。目

前，有关机构正在制定多个社群通用的共同标准。国家书目机构现在要做的是从多个

现成标准中进行选择，以满足特定的需求。 

6.2.4.2 编目规则 

    格式兼容性是编目规则兼容性的补充，其中格式解决了结构问题，而编目规则决

定记录内容。1961年的《巴黎原则》就名称和标题检索点的选择、形式和结构提出了

建议，196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图联国际编目专家会议（Chaplin, Anderson 

and Honoré, 1970）提出了一项决议，建议制定标准，将书目描述的形式和内容规范

化。 

6.2.4.3 字符编码 

    在用户所需的脚本中编码和展示信息，这一点很重要。在日益全球化的环境中，

在一个书目记录中出现多个脚本并不罕见，即使在同一脚本中编写索引仍需要转译。

因此，准确进行字符编码对于国际数据交换至关重要。 

    Unicode（ISO10646）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将几乎所有脚本编码，同时避免转义序

列的不同组合产生的歧义。它可以用于 16位集（UTF-16）或 8位集（UTF-8）。后者

建议用于书目数据交换。Unicode在网络上使用得越来越多，是书目记录和图书馆数

据处理的最佳选择。 

6.2.4.4 书目元数据格式 

    书目格式描述了实现由计算机处理编目元数据的结构。图书馆环境内外存在许多

书目格式，如 MARC 21和 ONIX。然而，国家书目机构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跨国和跨专业

领域的图书馆和用户之间的元数据互操作性。因此，强烈建议采用标准格式，取消本

地或专有格式。 

6.2.4.5 元数据变更管理 

    除添加新记录外，负责分配书目数据的国家书目机构还应负责更新和删除记录。

这对于支持图书在版编目服务的国家书目机构尤其重要，在已出版作品基础上进行升

级取代了在出版前发布的初步记录。数据库出现大幅调整时（例如，为支持格式或编

目规则进行调整），有必要进行删除和修改。 

• 如果所有记录出现变更（例如，由于记录控制编号或格式的迁移），国家书目

机构应提供完整的替换数据集，从而消除任何支持多个版本的持续性要求。 

• 应定期（如每周）以标准形式提供成批的记录修改和删除，便于想要处理记录

的人员高效及时地开展工作。如果记录交换格式（如 MARC ISO 2709）支持对

每种记录类型明确编码，那么记录修改和删除通常与新记录包含在同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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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例如，使用一些基于 XML的格式），则应提供每个记

录类型的单独文件并明确标记。 

    在线书目系统中的元数据变更通常不会显示，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使用描述

原始出处（如 CIP机构）和后续修订（如国家图书馆）的记录字段来确定单个记录的

历史。 

6.3 多种服务方式 

6.3.1 印刷品服务与混合服务 

    印刷国家书目始终是规范的服务手段，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供有效的服务。然而，

不断上升的生产和传播成本迫使很多国家书目机构想办法取代这些印刷品。印刷品的

替代方案包括在网络上发布的 PDF 文件，或与传统印刷书目排版一致的静态 HTML 页面。

这些在线方式的优点在于为用户提供了自助服务。网页表单消除了传播成本，可以免

费提供，而传统印刷品可能需要收回成本。 

    与它们所取代的书目类似，印刷品的替代方案所提供的元数据选择较少（例如周

刊或月刊），累积数据库与更加全面的检索功能同时提供。 

6.3.2 数字媒体 

    欧洲国家图书馆光盘项目的研究结果和建议被广泛用于制作国家光盘书目。一般

来说，光盘补充而非取代了印刷品。出版了国家光盘书目的大多数国家也将这些数据

发布到网上，有些作为单独的数据库，有些作为国家图书馆目录的一部分。 

    光盘在信息检索和分配机读数据方面相对于其他格式有着具体的优势。然而，流

通性是一个问题，且传播成本相对较高。光盘在 20世纪 90年代曾一度流行，但后来

几乎完全被取代。对于想要使用国家书目元数据的图书馆来说，建立供多名工作人员

共享的光盘数据库并将其联网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与当代网络界面相比，为支持国家

光盘书目而开发的软件已经落后了。 

6.3.3 在线获取 

    在线目录或专业数据库是获取国家书目的主要途径。在线获取有利于数据定期更

新，并可提供给全球用户，不必建立印刷品或光盘的传播基础设施。网络应用的广泛

普及和标准协议使国家书目机构能够将其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核心系统开发上，同时还

有余力提供其他服务，例如： 

• 根据用户个人信息定制 RSS feeds 

• 获取电子资源全文（一般通过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获取，受版权限制） 

• 利用数据集创收的高级或增值服务 

6.3.4 移动服务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移动设备的普及，基于网络的目录服务

被开发出来。这些服务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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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基于网络的目录，使用响应式设计来适应不同的屏幕尺寸。 

• 针对单个移动端开发的基于网络的目录，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简化紧凑的网页版，

供手机或平板电脑端访问。 

• 由图书馆管理系统供应商或图书馆信息技术部门开发的目录应用（APP），用户

自行安装。这些通常是定制的网络客户端，针对小型设备进行了优化，可以通

过应用商店（如 Google Play或 iTunes）发布。 

    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非计算机设备访问网络，他们对于移动服务的需求不断

提升。想要提供移动服务的国家书目机构应首先调查其图书馆管理系统供应商是否能

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它在开发和支持成本方面或许是最具成本效益的选择。如果不

能，系统供应商或许可以提供其系统应用编程接口（API）的详细信息，使国家书目机

构能够开发自定义应用。然而，由于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国家书目机构可能要向常

规开发升级路径持续投入大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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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界面 

    国家书目的界面具备图书馆在线发现系统和书目数据库的许多属性。随着图书馆

员在发现系统中不断改善用户体验，关于优化系统的研究已经展开。 

    为了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界面应该简单、清晰，并且能够容忍错误。谷歌作为

搜索工具的普及改变了用户对检索和界面的期望，降低了他们对复杂系统的容忍度。

终端用户不接受需要长时间培训才能学会使用的系统。 

    系统设计者逐渐认识到，有必要为需求不明确或具有非常宽泛的信息需求的用户

提供浏览支持。大型结果集内部的导航功能在不断完善，包含分层浏览，其中搜索结

果按题材、格式、语言等方面进行排列和展示。用户体验还解决了视障用户的无障碍

浏览问题。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要求将教育机构或政府机构发布的文献提供查阅。 

6.4.1 检索方法 

    拥有特定的信息需求的用户通常以查询或搜索语句的形式来表达这些需求，目前

关于这一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用户可以多种方式构建查询语句，例如： 

• 使用自然语言 

• 输入一个或多个检索关键词 

• 填写检索模板 

• 从现成的菜单中选择检索词 

• 构建逻辑语句（使用布尔逻辑运算符组合查询内容） 

    前两种方式有共同的特点：它们都不要求用户熟悉数据库术语。虽然这样看来系

统比较友好，但用户可能会被误导，以为系统“理解”了他们的搜索请求。尽管如此，

对于将谷歌作为首要信息来源的一代人来说，简单的关键词搜索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标

准。因此，面向普通用户群体的国家书目机构都应将其作为检索手段来提供。然而，

由于关键词搜索的精准度较低，而且会返回大量结果，因此应采用相关性排序机制，

确保最相关结果显示在最前面。 

6.4.2 构建查询语句 

    “命令模式”曾是构建查询语句的第一种方法，商业数据库和图书馆目录中仍在

使用逻辑语句和布尔运算符及其扩展。尽管如此，用户在使用布尔运算符时经常会遇

到问题，例如公式的概念问题、未排序的过大或过小的结果集，以及结果缺少加权。

习惯于使用谷歌的用户期待的是自然语言检索和关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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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很多系统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完善，例如： 

• 结果排序 

• 反馈 

• 术语加权 

• 位置算符 

• 用于处理大型结果集的分面导航 

    系统往往将从术语列表中选择与模板或逻辑语句相结合。因此，用户能够从索引、

词典或受控词汇表中选择术语，并将它们直接纳入检索语句。 

6.4.3 查询的构建 

    检索模板与基于表单的界面的组合是一种用户友好的方法，没有经验的用户无需

接受培训即可快速构建复杂的检索语句。在构建模板时，系统设计者会要求用户选择

预先支持的通用查询，以此来约束用户的随意输入。用户在表单中输入术语时，可以

通过下面的一种方式将它们组合到逻辑检索语句中： 

• 隐性——通过在表单中的字段之间自动使用布尔 AND运算符 

• 显性——用户通过菜单选择在表单字段之间使用的逻辑运算符 

    后者的优点是有更高的灵活性；缺点与一般的逻辑语句相同。 

6.4.4 搜索结果 

    必须对搜索查询产生的结果进一步检查，确定它们的相关性；系统界面应为这一

功能提供便利。结果必须清晰地列出，理想情况下应根据预期相关性（即与原始查询

的相关程度）进行排序，并支持相关性反馈。成果显示的共同目标一直是专业研究的

主题（Shneiderman, 1998）： 

• 数据显示的一致性（布局、格式、字体、颜色、术语等） 

• 用户的有效信息同化（适当的布局和间距、综合性标签等） 

• 用户的最小内存负载 

• 数据显示与数据输入的兼容性 

• 用户控制数据显示的灵活性（多种显示格式、排序等）。 

6.4.5 结果显示 

    搜索结果应使用户能够尽可能快速、轻松地评估其相关性，并告知其持续搜索策

略。通常情况下，结果首先以摘要的形式列出，用户可选择用何种格式详细地显示单

个记录。 

  

https://www.ifla.org/node/7914#shneid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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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至少显示以下内容： 

• 完整的书目/规范格式（包括显示记录中的所有字段） 

• 含有识别出版物所需信息的引文格式（如 ISO 690、APA、MLA 等） 

    另外，可提供以下格式供选择： 

• 添加标签的用户格式 

• ISBD格式 

    记录中应支持超链接，便于直接导航到相关资源，如同一著者或主题的作品等。 

    提供出版商网站链接对于采集工作可能很有用，但应考虑维护该链接的必要性。 

    FRBR及其后续的 IFLA LRM提供了更为直观且更有意义的大型结果集聚类。除了

创建基于 FRBR的编目规则以支持这些方法外，还有一些机构尝试开展“FRBR化”流

程，从现成的数据中提取有关 FRBR实体、属性和关系的信息。FRBR化实验（Hegna 

and Murtomaa, 2002; Hickey, O’Neill and Toves, 2002）表明，图书馆界认识到

有必要改变当前的做法。鉴于其覆盖范围和描述级别，国家书目为 FRBR化流程和原始

LRM编目提供了良好的起点。 

6.4.6 在线目录的外部链接 

    近年来，图书馆和国家书目机构开始研究如何通过将书目记录与多种第三方资源

相关联来增强传统目录。具体方法包括： 

• 商业记录充实服务——包括书封图像、独立评论、摘要等，提升目录的视觉效

果，促进资源的识别和选择 

• 关联到在线书店或出版商网站的链接——推动购买检索到的资源 

• 关联到数字内容——允许直接获取检索到的资源 

• 关联到外部目录聚合——定位到国外距离最近的图书馆的资源，如 OCLC 

WorldCat 

• 关联到社交媒体——与其他用户共享结果。 

6.4.7 定制化在线服务 

    长期以来，传统的在线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定制服务（保存检索内容、

设置优先显示结果或下载格式等）。这些服务通常关联到用户的登录帐户，匿名用户

无法使用。然而，最近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选择，能够基于已保存的用户偏好或检索跟

踪来提升在线服务的定制化水平。当然，这些服务的效果与用户自愿提供的信息量成

正比。因此，国家书目机构应熟悉本国的数据保护法，并采取适当措施。 

    定制化服务内容包括： 

• 为新的出版物（如具体的著者、出版商或主题领域）创建自定义的自动 feeds

（如通过 RSS） 

• 保存结果集和检索标准记录——便于定期重复使用 

• 根据已保存的偏好创建自定义下载结果——例如 PDF格式 

https://www.iso.org/standard/43320.html
https://apastyle.apa.org/
http://en.wikipedia.org/wiki/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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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用户的机构会员信息——允许远程借阅或其他增值服务 

• 保存用户支付数据——支持快速购买附加服务 

• 保存联系信息——用于有针对性的沟通 

• 保存用户偏好（记录字段、每页记录条数、格式等）——用于自定义显示和下

载方式 

• 支持在记录中添加注释和研究笔记 

6.4.8 记录/结果保存和下载选项 

    用户利用在线服务检索到满意的结果之后，可能希望保存这些结果，便于将来参

考或操作，并在其他计算机应用程序中使用。国家书目机构应确保为用户提供合适的

选择，以各种常用格式（MARC、ISBD、标准引文格式等）导出结果，包括： 

• 直接打印不同详细程度的结果以供参考 

• 将结果保存为本地文件以供参考或操作，或保存为在线文件集，便于与将来的

检索结果进行整合 

• 将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用户 

• 提供至在线或本地引文管理系统（如 EndNote、RefWorks、Zotero或任何 RIS

兼容系统）。 

6.5 系统接口和搜索协议 

    不久前，有关方面提出了通过用户的本地接口访问在线书目数据库的要求，为此，

围绕客户机/服务器模型的多种不同的搜索和检索协议已经开发出来。 

6.5.1 Z39.50 

    美国国家信息标准组织 Z39.50是图书馆界最常用的同步搜索和检索协议。它基于

客户机/服务器架构，支持 MARC格式结构。大多数图书馆管理系统都提供了关联到本

馆系统基础设施的 Z39.50客户机/服务器包。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 Z39.50的维护机构，该馆还提供： 

• 免费软件和商业产品列表 

• 应用记录 

• 有用的词汇表 

• 得到标准支持的书目属性集合的详细信息 

    在系统上应用该协议时，必须定义和支持配置文件。最常用且简单的配置文件是

Bath配置文件，目前有英文版和法文版。 

6.5.2 SRU/SRW 

    通过 URL搜索/检索（SRU）是标准的互联网同步搜索查询协议，使用标准的查询

语法通用查询语言（CQL）。搜索检索网络服务（SRW）是 SRU的配套协议。美国国会

图书馆是这些标准的维护机构。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dNot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fWorks
https://www.zotero.or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S_(file_form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S_(file_format)
https://www.loc.gov/z3950/agency/Z39-50-2003.pdf
https://www.loc.gov/z3950/agency/
https://www.loc.gov/z3950/agency/resources/software.html
https://www.loc.gov/z3950/agency/register/entries.html
https://www.loc.gov/z3950/agency/markup/02.html
https://www.loc.gov/z3950/agency/defns/bib1.html
http://www.ukoln.ac.uk/interop-focus/activities/z3950/int_profile/bath/draft/stable1.html
https://www.loc.gov/standards/sru/?__cf_chl_rt_tk=IrFaFIUBy4K5DCv7oGXMDtaj7tgMrGA8rjgAV6cvDe4-1663489848-0-gaNycGzNBe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textual_Query_Langua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arch/Retrieve_Web_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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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OAI-PMH 

    开放存档计划——元数据采集协议（OAI-PMH）是一种客户机/服务器架构协议规

范，用于促进元数据的传播，例如： 

• 资源描述（题名、著者、出版日期、出版商等） 

• 资源在互联网上的位置（根据 URL判断） 

    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请求，得到一个 XML流的响应。采集活动是基于非认证的都

柏林核心元数据，可以选择添加其他元素（如 MARC格式）。 

    OAI-PMH有两种功能： 

• 提供元数据：一个机构通过 OAI-PMH服务器公开自己在服务器上的 元数据（都

柏林核心中的书目记录），让其他机构或互联网搜索引擎进行采集。 

• 提供服务：一个机构采集其他机构 OAI-PMH提供的元数据，并把这些数据汇集

在本机构的索引表中，最终用于自己的用户界面。采集频率必须与远程 OAI服

务器的更新频率保持一致。 

    OAI-PMH是一种异步协议，即用户不直接搜索远程服务器，而是搜索用于存储采

集好的元数据的本地数据库。这样加快了搜索速度，虽然目标资源仍然需要从远程服

务器获取。 

    国家书目机构可以选择提供 OAI-PMH，从而确保其国家书目在一般的网络搜索引

擎中能检索到，供全球用户访问。 

6.5.4 API获取 

    直接获取数据集的一种灵活方法是通过应用编程接口（API）。第三方开发人员可

以利用它为一个或多个系统创建唯一或定制界面，使终端用户能够以统一的方式交叉

检索。这种接口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包括独立应用，以及用于大规模集成库系统的模

块。用于提供 API获取的常用协议包括 REST和 SOAP。 

    除了必要的技术系统开发工作外，想要提供 API获取的国家书目机构还需要向潜

在开发人员提供具体数据库的 API详细规范，例如 OCLC WorldCat的搜索 API。国家

书目机构还应考虑第三方访问其数据集所产生的潜在安全影响。 

6.6 批量数据文件 

    虽然目前使用物理媒介（磁带、光盘等）定期发布书目元数据文件的国家书目机

构较少，但大多数机构都提供某种形式的在线文件传输服务（如通过 FTP）。除了使

用需要用户注册和登录的专用 FTP服务器之外，国家书目机构还可以使用具有内置文

件传输功能的网页浏览器，并允许在机构的国家书目网页上直接获取数据文件。 

    提供批量数据的国家书目机构应做到以下方面： 

• 提供新数据定期发布的时间表。 

https://www.openarchives.org/pmh/
http://dublincore.org/specifications/
http://dublincore.org/specificatio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PI
https://www.programmableweb.com/apitag/libra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presentational_state_transf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AP
https://www.oclc.org/developer/develop/web-services/worldcat-search-api.en.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_Transfer_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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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所有数据文件附带一个描述文件内容的文本文件，以及基本统计信息（文件

大小、新记录的数量、变更、删除等）。 

• 以简洁、符合逻辑和易于理解的方式对数据和附带的文本文件进行唯一命名和

编号，方便用户根据需要自动下载文件。 

• 定期维护下载网站（例如，在规定时间之后删除旧的或过期的文件）。 

• 以连贯、安全且一致的方式提供文件检索，使用户能够快速导航到下载网站。 

• 针对该服务提供某些技术支持。 

6.6.1 定期提供文件 

    文件传输服务通常用于定期（如每周、每月、每年）提供批量数据文件，其中包

括在国家书目中添加、更改或删除的所有记录。过去，这些文件通常以国家书目机构

支持的（一种或多种）MARC格式来展示。然而，数据也可以以基于 XML的格式提供，

包括 MARCXML和 MODS。 

    对于想要从国家书目中下载元数据，并添加到其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客户来说，常

规 MARC 文件提供了一个便利的选择，因为大多数系统供应商都提供了 MARC 加载接口，

将其作为标准功能。 

6.6.2 其他用途 

    除了定期更新，批量数据文件也可用于： 

• 提供给想要对其目录进行离线回溯性转换，并想得到完整的国家书目备份文件

的客户。 

• 在发生重大变更（MARC 格式、采用新的编目规则、标识符发生重大变化等）后，

为客户提供最新的数据集。 

• 作为开放数据倡议的一部分，以其他格式类型（都柏林核心、RDF、“平面文件”

等）向非图书馆用户提供完整的数据集。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en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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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安全问题 

    向个人或机构用户提供服务的国家书目机构应关注提供在线获取的组织所面临的

潜在数据和系统安全问题。安全威胁分为两大类：系统安全威胁和用户数据风险，关

于这些问题的详细信息不属于本文件的探讨范围。国家书目机构应采取措施（防病毒

保护、安全防火墙、定期更改密码等），确保其系统和服务的安全风险降至最低。此

外，国家书目机构应定期开展评估工作，确保安全措施到位。 

6.7.1 系统安全 

    系统安全威胁包括个人或团伙恶意攻击在线系统。此类风险主要涉及三个领域： 

• “拒绝服务”攻击，黑客利用额外网络流量攻击在线系统，使其崩溃。 

• 第三方以扰乱、损坏或窃取信息为目的渗透在线系统。 

• 病毒或恶意软件等攻击，可能无意中传播给（或来自）第三方，（注：当地法

律可能要求国家书目机构对病毒传播等承担经济责任。因此，这些机构有必要

采取适当措施，将风险降至最低）。 

6.7.2 个人数据 

    所有掌握客户或用户数据（地址、支付信息、密码等）的组织必须清楚，自己有

责任保护这些数据不被滥用或盗用。拥有此类数据的国家书目机构在设计和开展在线

服务时应遵守国内的相关数据保护立法（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法规），以符合公认

的最佳实践。 

6.8 关联开放数据 

    对于想要传播国家书目信息的国家书目机构来说，另一个选择是为数据集创建免

费关联数据。这些服务通常属于国家书目机构的开放数据倡议，例如关联开放英国国

家书目。 

    万维网联盟图书馆关联数据孵化器小组的最终版报告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背景信息。 

6.8.1 图书馆的关联数据 

    传统的图书馆元数据使用专有的基于文档的模型，而关联数据使用基于动态数据

的模型，以描述资源（图书、个人、法人团体、地点等）的简单三部分 RDF语句

（“三元组”）为基础。该语句的主语和谓词必须是 URI（或 IRI），但对象可以是文

字值或 URI/IRI。 

    因此，向关联数据的转变实际上是从用于描述已发布资源的独立“文档式”书目

记录转变为按照将具有共同属性的语句相关联的要求，从既定的多个语句中灵活组合

“记录”，创建关于资源的简单语句（例如，“本书”“作者”“查尔斯·狄更

斯”）。 

    关联开放数据服务基于使用大型 RDF三元组语句集（“三重存储”），可以根据

SPARQL标准进行查询，并通过关联数据 API提供获取。结果可以以多种格式展示（如

JSON、Turtle或 RD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neral_Data_Protection_Regul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en_data
https://bnb.data.bl.uk/
https://bnb.data.bl.uk/
http://www.w3.org/2005/Incubator/lld/XGR-lld-20111025/
https://www.w3.org/RDF/
https://www.ecma-international.org/publications-and-standards/standards/ecma-404/
https://www.w3.org/TR/turtle/


 86 

6.8.2 关联开放数据服务的背景 

    为了向更广泛的群体提供元数据，并促进书目元数据更大范围的再利用，一些国

家书目机构提供了一系列开放数据和关联数据服务。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图书馆在这

一领域开展实验： 

• 网络加速了协作型文化的发展，并使人们期待信息和内容像互联网本身一样免

费提供。 

• 图书馆元数据从开放技术中获得了新的价值，从而促进了它在传统图书馆领域

之外的连接和再利用。 

• 由于资金性质的原因，国家图书馆可能需要遵守政府有关公共组织开放数据的

规定，以促进透明度、经济增长和创新。 

• 图书馆用户曾经可能只有学者，但现在包括：协作型学习人员、数据挖掘人员，

甚至还有自动为搜索引擎采集元数据的机器。 

6.8.3 关联开放数据的好处 

    虽然关联数据技术的学习曲线较陡，但对于图书馆和国家书目机构来说，它存在

诸多好处，包括： 

• 关联开放数据具有公认的规范性、永久性和稳定性，因此在建设未来的全球信

息基础设施方面带来了理想的新机遇。 

• 图书馆元数据的再利用门槛较低，因此可以为更广泛的社群创造更大价值，并

促进了信息传播和文化发展。 

• 网络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增强了资源的可见度并扩大其覆盖范围。 

• 提供可再利用的全球开放元数据存储有助于减少重复工作，使组织能够集中精

力创造独特价值。 

• 在跨领域项目中与开发人员和用户合作可以带来新的视角、技能和关系。 

6.8.4 面临的挑战 

    虽然对于国家书目机构来说，提供关联开放数据有着诸多好处，但其中的挑战也

不应低估。具体的挑战包括： 

• 传统元数据服务对收入产生的影响 

• 复杂的版权和许可框架对提供一致服务的能力产生的影响 

• 用户群体对“免费”和“开放”两个词语的不同解读引起的歧义 

• 在新的关联数据环境中重塑传统图书馆数据的需求 

• 对关联数据资源的可持续性和持久性的需求 

• 图书馆员的学习曲线偏向于更传统的格式 

• 选择数据关联的网站 

• 为数据元素创建永久标识符 

    幸运的是，图书馆对关联数据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它逐渐从一项实验性活动转变

为一项标准业务活动，越来越多的图书馆正在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在 2014年国际  

http://ifla2014-satdata.bnf.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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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联卫星会议（“图书馆关联数据：让它变成现实！”）期间，一些代表从不同的角

度针对图书馆组织的关联数据活动作了报告。 

6.8.5 许可方式 

    Creative Commons等组织为公共领域内容和元数据提供了多种许可方式，为发起

者提供信用和一些责任保证。然而，很少有组织会永久无条件地公开其所有元数据；

这些组织通常会非常谨慎地限定免费产品。由于强调再利用的便利性，许多关联数据

服务使用许可程度较高的 Creative Commons Zero (CC0)许可。 

6.9 永久标识符 

    国家书目逐渐转到线上，因此发布永久标识符、用于国际层面的引用和关联变得

越来越重要。 

    永久标识符是可以用于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检索数字对象的标识符。 

    永久标识符系统的例子包括： 

• 档案资源密匙（ARK） 

• 数字对象标识符（DOI） 

• 永久统一资源定位符（PURL） 

• 统一资源名称（URN） 

6.10 用户支持和沟通 

    国家书目机构在开发和提供书目服务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如何与用户进

行有效沟通。沟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针对具体系统的用户支持、服务开发或

维护以及订阅或帐户查询等。对于每种服务，国家书目机构也有多种手段可以选择，

包括电话、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和在线服务设施。 

    本节简要介绍了国家书目机构在制定用户沟通策略时应考虑的一些问题。 

6.10.1 在线服务手段 

    理想的情况下，信息检索系统的设计应使终端用户能够在没有外部协助、专业文

件或培训的情况下进行使用。然而，无论采用何种类型的界面，用户使用在线系统或

目录时仍需要某种形式的帮助。解答系统错误和其他系统消息应成为在线服务的一项

内容，术语、首字母缩写等应在整个系统中保持一致。 

  

http://ifla2014-satdata.bnf.fr/
https://creativecommons.or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share-your-work/public-domain/c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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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常见的在线服务类型包括： 

• 在线教程 

• 在线手册 

• 上下文敏感帮助 

• 在线指导 

    线上系统一般都提供其中的几项服务。 

    在线服务应该： 

• 不间断地提供 

• 合理安排，并向用户展示其结构 

• 清楚呈现 

• 语言清晰、友好 

• 容纳多个用户级别 

• 便于登进和登出 

6.10.2 服务台 

    对于无法通过在线服务或常见问题列表解决的用户查询，国家书目机构应在指定

时间内提供某种形式的服务台支持。服务台应由具有较高的系统技术水平和丰富的用

户咨询服务经验的工作人员管理。服务台通常结合电话和电子邮件服务，后者通常用

于接受指定时间以外的咨询。实时在线聊天是另一种服务台支持方式。 

6.10.3 服务沟通 

    通过所有现成渠道向系统用户发布有关服务变更、停机时间或升级的公告也是一

种好的做法，具体可能包括： 

• 在系统主页上发布通知 

• 在 Twitter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消息 

• 设立系统网页 

• 向注册用户发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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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词汇表 

AACR2 

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2nd edition 

《英美编目规则》第二版，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使用的编目标准，同时

也被全球 56 个其他国家全部或部分采用。它已被 RDA（《资源描述和访问》）所取代。 

AAP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美国出版商协会 

Access point control 

检索点控制，见 Authority control 

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2nd edition 

《英美编目规则》第二版，见 AACR2 

ANSI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国心理学家协会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应用编程接口 

ARK 

Archival Resource Key 

档案资源密匙，是一种统一资源定位符，是任何类型信息对象的多用途标识符。 

ASCII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美国标准信息交换码 

Authority control 

http://www.aacr2.org/governance.html
http://www.rda-rsc.org/
http://www.publishers.org/
http://www.ansi.org/
https://apastyle.apa.or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PI
http://www.cdlib.org/inside/diglib/ar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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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控制（或检索点控制），指的是指受控检索点（标题）的规范化以及替代和相关

检索点的提供。规范控制：通过匹配指定作者的作品或根据标题匹配匿名作品来支持

查询功能；通过消除人名、法人团体或作品名称及表达上的歧义来支持识别功能；也

用于根据主题识别和关联资源。规范控制是通过对每个题目的名称（访问点或标题）

或主题使用单一、独特的拼写来组织图书馆目录中的书目信息的过程。（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BDS 

Bibliographic Data Services Limited 

书目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BIBFRAME 

Bibliographic Framework initiative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框架倡议 

Bibliographic control 

书目控制，一个广义的概念，包含所有对书目记录文档所进行的编制、组织、管理和

维护活动，从而便于检索文档中的信息，其中，书目记录文档可以代表馆藏单件、档

案资料以及索引或数据库中的原始资料。书目控制包括：使用统一目录规则、分类系

统、名称规范和优先标目实现书目描述和主题检索的标准化；目录、联合目录、检索

工具的创建和维护；提供对馆藏文献的物理检索。（Reitz, 2004, p. 69） 

Bibliographic record 

书目记录，一组数据元素，用于描述书目资源并提供获取，以及识别相关作品和表达。

（MulDiCat） 

Bibliographic resource 

书目资源，见 Resource 

BIC 

Book Industry Communication 

英国图书行业通讯委员会 

BNB 

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  

英国国家书目 

BnF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法国国家图书馆 

https://www.bibliographicdata.co.uk/
https://loc.gov/bibframe/
http://www.bic.org.uk/
https://www.bl.uk/collection-metadata
https://www.bnf.f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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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rade 

图书贸易，一国公开制造、发行和销售图书的操作流程和安排，对象包括出版商及其

协会、印刷商和装订商、零售书商及其业界协会、批发商和经销商，以及普遍公认约

束其行为的惯例、标准和守则。（Reitz, 2004, p. 97） 

Cataloguing (cataloging) 

编目，为图书馆藏图书、数据库、连续出版物、录音文件、动态图像、地图资料、计

算机文档和电子资源创建和维护书目和规范记录的过程。（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CIP) 

图书在版编目， 1971 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起。1977 年，与美国系统类似的英国方

案全面推行，其目的是提供尚未出版的新书的书目数据，主要依靠出版商的自愿合作。

出版商提供的信息被汇编成记录，整理成标准的数据表。该记录也收录到图书中，通

常位于题名页的背面。（Prytherch, 2005, p. 115） 

CC0 

Creative Commons zero 

知识免费共享许可，标明“无保留权利”，并放弃允许将作品置于公共领域的所有权

利。 

CDL 

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  

加利福尼亚数字图书馆 

CDNL 

Conference of Directors of National Libraries  

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 

CD-ROM 

Compact Disk Read Only Memory 

致密光盘只读存储器（只读光盘） 

CERL 

Consortium of European Research Libraries 

欧洲研究图书馆联盟 

CIDOC 

ICOM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Documentation 

国际博物馆协会藏品登记和著录委员会 

http://www.loc.gov/publish/cip/
http://www.bl.uk/bibliographic/cip.html
http://www.bl.uk/bibliographic/cip.html
https://creativecommons.org/share-your-work/public-domain/cc0/
http://www.cdlib.org/
http://cdnl.info/
http://www.cerl.org/about/main
https://cidoc.mini.icom.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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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OC CRM 

CIDOC Conceptual Reference Model 

CIDOC概念参考模型 

CNRI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Research Initiatives  

美国全国研究创新联合会 

Copyright 

版权，法律赋予作者、作曲家或出版商在规定时间内出售、复制或出版作品的专有权。

它是一种保护作品（源自创作者的技能和劳动，如小说和期刊文章）和其他主题内容

（源自制作者的投资，如电影）。（Mortimer, 2001, p. 50） 

CQL 

Contextual Query Language  

通用查询语言 

CRM 

见 CIDOC CRM 

CSV 

Comma-Separated Values file format 

逗号分隔值文档格式 

DC 

都柏林核心 

DCMI 

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倡议 

DCMI Element Set 

DCMI元素集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是跨领域信息资源描述的标准。它提供了一套简单、标准化

的规范，用于以更加便于查找的方式在线描述事物。都柏林核心广泛用于描述数字化

文献，如视频、音频、图像、文本和复合媒介，如网页。都柏林核心的实施通常使用

XML，并且基于资源描述框架。都柏林核心根据 2003年的 ISO15836标准和 2007年的

NISOZ39.85标准定义。更全面的文件 DCMI 元数据术语表中包含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

素集 1.1版的最新规范术语声明。 

http://www.cidoc-crm.org/
http://www.cnri.reston.va.us/
http://www.loc.gov/standards/sru/cql/index.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a-separated_values
http://dublincore.org/
http://dublincore.org/documents/dces/
http://dublincore.org/documents/dcmi-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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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MI Metadata Terms 

DCMI 元数据术语表 

所有元数据术语的权威规范，由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倡议维护，包含元数据元素、元素

限定词、编码方案和词汇表。（the DCMI Type Vocabulary） 

DCMI Type Vocabulary 

DCMI类型词汇表 

提供了一个通用的跨领域术语列表，可用作资源类型元素的值，用于标识资源的题材。

本文件中记录的术语也包含在更全面的文件 DCMI 元数据术语表中。 

DDC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杜威十进分类法，19世纪 70年代由麦尔威·杜威设计的通用图书馆分类系统，1876 年首次

出版，自 1988年起由 OCLC所有。 

Digital publication 

数字出版物，见 Electronic publication 

DOI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数字对象标识符 

DTD 

Document Type Definition 

文档类型定义 

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倡议，见 DCMI 

Dublin Core Metadata Element Set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见 DCMI Element Set 

Dublin Core Metadata Terms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术语表，见 DCMI Metadata Terms 

Dublin Core Type Vocabulary 

都柏林核心类型词汇表，见 DCMI Type Vocabulary 

DVD 

Digital Video Disc 

http://dublincore.org/documents/dcmi-terms/
http://dublincore.org/documents/2000/07/11/dcmi-type-vocabulary/
http://dublincore.org/documents/dcmi-terms/
https://oclc.org/dewey.en.html
http://www.do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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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视频光盘 

EDItEUR 

协调图书、电子书和连续出版物行业电子商务标准基础设施开发的国际集团。 

Electronic publication 

电子出版物，以数字化形式呈现的作品，可以通过阅读或其他方式感知，并以电子方

式向公众传播。这一类别包括电子期刊和电子印刷品、电子杂志和报纸、电子书、网

站、网络日志等。有些电子出版物是印刷出版物的在线版本；另外还有“原生数字化”

出版物。（Reitz, 2004, p. 244） 

FRAD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Data 

规范数据功能需求 

这一概念模型用于将特定的属性和关系（以离散数据元素的形式反映在记录中）与用户在查

阅规范记录时执行的各种任务相关联。已收录至 IFLA LRM。 

FRANAR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Numbering of Authority Records 

规范记录功能需求和编号，又指国际图联负责编制 FRAD概念模型的工作小组。 

FRBR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书目记录功能需求 

这一概念模型用于将特定的属性和关系（以离散数据元素的形式反映在记录中）与用

户在查阅书目记录时执行的各种任务相关联。已收录至 IFLA LRM。 

FRBRoo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 Object-Oriented 

面向对象的书目记录功能需求 

FRSAD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Subject Authority Data 

主题规范数据功能需求，已收录至 IFLA LRM。 

F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文件传输协议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Numbering of Authority Records 

https://www.editeur.org/
http://www.ifla.org/publications/functional-requirements-for-authority-data
http://www.ifla.org/publications/functional-requirements-for-bibliographic-records
http://www.cidoc-crm.org/frbroo/ModelVersion/frbroo-v.-2.4
http://www.ifla.org/node/584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_Transfer_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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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记录功能需求和编号小组，见 FRANAR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Data 

规范数据功能需求，见 FRAD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书目记录功能需求，见 FRBR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Subject Authority Data 

主题规范数据功能需求，见 FRSAD 

GARR 

Guidelines for Authority Records and References 

《规范记录和参考指南》 

GND 

Integrated Authority File 

整合规范文件，由德国国家图书馆和德语国家图书馆网络合作管理。其中包含代表个

人、法人团体、大会、地理实体、主题和作品的数据记录。在 2012年 4月之前，这些

记录归属于独立的规范文件，包括法人团体规范文件（GKD）、名称规范文件（PND）

、主题词规范文件（SWD）和德国音乐档案统一标题文件（DMA-EST文件）。 

HT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超文本标记语言，是一种标记语言格式，用于控制网页的显示，包括字体大小、类型、

背景和文本颜色。 

HTTP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超文本传输协议 

ICA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国际档案理事会 

ICABS 

IFLA-CDNL Alliance for Bibliographic Standards 

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书目标准联盟，2003年由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美国

国会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荷兰皇家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与葡萄牙国家图书

馆、国际图联和 CDNL共同建立，旨在确保为书目领域的关键活动提供持续的协调、沟

http://www.ifla.org/files/assets/cataloguing/garr/garr.pdf
http://www.dnb.de/EN/g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ypertext_Transfer_Protocol
https://www.ica.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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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支持，并针对所有类型资源以及相关格式和协议标准实施资源管理。ICABS已被

ICADS所取代。 

ICADS 

IFLA-CDNL Alliance for Digital Strategies 

IFLA-CDNL 数字战略联盟，成立于 2008 年 8 月，前身是 ICABS。新框架更名为 ICADS，

反映了对数字图书馆开发和管理的日益重视。2011年 12月，ICADS指导委员会决定关

闭 ICADS并停止其活动。 

ICNB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ional Bibliographic Services 

国家书目服务国际会议，1998年 11月 25—27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由国际图联与丹麦

皇家图书馆、皇家图书馆与情报学院以及丹麦图书馆中心联合举办。 

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国际博物馆协会 

ICP 

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 

《国际编目原则声明》，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实现国际图联的最初目标，促进不同

社群、语言和文本之间的书目信息共享。 

Identifier 

标识符，与一个实体相关的数字、编码、词语、短语、标识、设备等，用于将该实体

与分配标识符的领域内的其他实体进行区分。（MulDiCat） 

IEC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国际电工委员会 

IFLA 

The InternationalFederation ofLibrary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简称国际图联） 

IFLA. Bibliography Section 

国际图联书目专业组，专门研究国家书目中书目信息的内容识别、整理、制作、传播

和保存技术，尤其是通过各国国家书目服务进行此类研究的国际小组。 

https://icom.museum/en/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cataloguing/icp/icp_2016-en.pdf
https://www.iec.ch/homepage
https://www.ifla.org/
https://www.ifla.org/units/bibliography/
https://www.ifla.org/units/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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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书目服务通常与呈缴制度、ISBN/ISN分配、图书在版编目、国家规范文件和类似

服务相关。书目专业组与其他有关专业组开展合作，包括国家图书馆专业组、编目专

业组和主题检索与分析专业组。 

IFLA. Cataloguing Section 

国际图联编目专业组，提出并制定编目规则和原则、词汇表、指南、工具和书目信息

标准，同时研判电子和网络数字环境的发展，促进书目和规范信息的普遍获取和交换。

该专业组还负责监管编目工作中或与编目有关的相关及创新方法，包括关联数据能力、

元数据的合作创建、新的专业技能或元数据的再利用。 

IFLA. Subject Access and Analysis Section 

国际图联主题检索与分析专业组，重点关注代表书目描述中使用的主题领域，以提供

书目资源的主题检索的知识组织系统（KOS）。本专业组为 KOS创建者、书目数据和主

题元数据创建者、索引和检索系统设计者、术语服务以及在主题表示、分析和检索领

域工作的学者和信息专业人员提供了交流的场所。 

IFLA LRM 

IFLA Library Reference Model 

国际图联图书馆参考模型，取代 FRAR、FRAD和 FRSAD，成为了书目信息概念模型。 

IME ICC 

IFLA Meetings of Experts on an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Code (2003-2007) 

国际图联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2003—2007） 

Interoperability 

互操作性，即两个或以上的系统或组件交换信息并使用已交换信息的能力。（ISO 

25964-2:2013） 

IRI 

Internationalised Resource Identifier 

国际化资源标识符 

ISAAR(CPF)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Authority Record for Corporate Bodies, 

Persons and Families 

《法人团体、个人和家庭的国际标准档案规范记录》 

ISAD(G)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通用国际标准档案描述》 

https://www.ifla.org/units/cataloguing/
https://www.ifla.org/units/cataloguing/
https://www.ifla.org/units/subject-analysis-and-access/
https://www.ifla.org/units/subject-analysis-and-access/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40
https://archive.ifla.org/VII/s13/ic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ized_Resource_Identifier
https://www.ica.org/en/isaar-cpf-international-standard-archival-authority-record-corporate-bodies-persons-and-families-2nd
https://www.ica.org/en/isadg-general-international-standard-archival-description-second-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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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udiovisual Number  

国际标准视听资料号 

ISB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规定了信息资源描述和识别的要求，为描述的元素指定了顺

序，并规定了描述的标点符号系统。ISBD的制定和维护由国际图联 ISBD评估小组负

责。 

ISB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国际标准书号 

ISM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Music Number  

国际标准印刷音乐作品编码 

ISNI 

International Standard Name Identifier  

国际标准名称标识符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RC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  

国际标准音像制品编码 

ISS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WC 

International Standard Musical Work Code  

国际标准音乐作品编码 

JSON 

https://www.isan.org/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cataloguing/isbd/isbd-cons_20110321.pdf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cataloguing/isbd/isbd-cons_20110321.pdf
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cataloguing/isbd/isbd-cons_20110321.pdf
https://www.ifla.org/units/isbd-rg/
https://www.isbn-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ismn-international.org/
https://isni.org/
https://www.iso.org/home.html
https://isrc.ifpi.org/en/
https://www.issn.org/
https://www.iswc.or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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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Java脚本对象标记 

LC/NACO Authority File 

国际名称规范文件，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维护，包含国会图书馆与合作编目计划成员机

构提供的规范数据。 

LCC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 

LCCN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美国国会图书馆控制号 

LCSH 

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 

Legal deposit 

呈缴制度，一种法定义务，要求出版商、经销商以及（一些国家的）印刷商将出版物

副本呈缴至国家收藏。 

LOD 

Linked Open Data 

关联开放数据 

LRM 

见 IFLA LRM 

LRMoo 

IFLA Library Reference Model – Object-Oriented 

面向对象的国际图联图书馆参考模型 

MADS 

Metadata Authority Description Schema 

元数据规范描述方案，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络开发和 MARC标准办公室与有关专家一起

制定，是规范元素集的 XML方案，可用于提供有关主体（人员、组织）、事件和术语

（主题、地理、题材等）的元数据。MADS的编制目的是提供元数据对象描述方案

（MODS）的配套工具。因此，MADS与 MARC 21 规范格式相关联，等同于 MODS与 MARC 

https://authorities.loc.gov/
https://www.loc.gov/catdir/cpso/lcc.html
https://www.loc.gov/catdir/cpso/lcco/lccowp.html
https://www.loc.gov/aba/publications/FreeLCSH/freelcsh.html#Introduction
https://www.loc.gov/standards/m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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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书目的关联——两者都包含来自 MARC 21的选定数据。MADS使用万维网联盟的 XML

方案语言表示。本标准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络开发和 MARC标准办公室制定并根据用户

意见进行维护。 

MARC 

Machine Readable Cataloging 

机读目录，以机读形式表示和交换数据的标准。MARC 记录的结构遵循国家和国际标准，

例如信息交换格式标准 ANSI/NISO Z39.2和 ISO 2709。 

MARC 21 

以机读形式表示和交换数据的标准。MARC记录的结构遵循国家和国际标准，例如信息

交换格式标准 ANSI/NISO Z39.2和 ISO 2709。MARC 21格式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络开

发和 MARC标准办公室发布。MARC 21格式的变更以任何用户提交的提案和讨论文件为

依据。所有提案均由 MARC咨询委员会（MAC）审议，然后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加拿大

国家图书和档案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德国国家图书馆组成的 MARC指导小组批准。加

拿大元数据交换委员会（CCM）、英国图书行业通讯委员会（BIC）图书馆元数据小组

和德国 MARC委员会担任各自 MARC指导小组成员的国家咨询委员会。 

Metadata  

元数据，字面意义为“关于数据的数据”，是出于多种目的描述信息资源和对象的结

构化信息。（Reitz, 2004-2014） 

METS 

Metadata Encoding and Transmission Schema  

元数据编码与传输标准 

MLA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现代语言协会 

MODS 

Metadata Object Description Schema. 

元数据对象描述方案，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络开发和 MARC标准办公室与有关专家共同为

书目元素集制定的方案，可满足多种目的，尤其适用于图书馆。作为一种 XML方案，

MODS 旨在能够承载从现有 MARC 21 记录中选定的数据，并帮助创建原始资源描述记录。

该方案包括 MARC 字段的子集，并使用基于语言的标签，而非数字标签，在某些情况下，

会重新组合 MARC 21书目格式中的元素。MODS使用万维网联盟的 XML方案语言表示。

本标准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络开发和 MARC标准办公室根据用户意见进行维护。 

MulDiCat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Cataloguing Terms and Concepts 

http://www.w3.org/
http://www.w3.org/XML/Schema
http://www.w3.org/XML/Schema
http://www.loc.gov/marc/ndmso.html
https://www.loc.gov/marc/index.html
https://www.loc.gov/marc/mac/advisory.html
https://www.marc21.ca/040010-203-e.html
https://www.marc21.ca/040010-203-e.html
https://bic.org.uk/16/Bibliographic-Standards/
https://bic.org.uk/16/Bibliographic-Standards/
https://www.dnb.de/EN/Professionell/Standardisierung/Standardisierungsausschuss/standardisierungsausschuss_node.html
https://www.loc.gov/standards/mets/
http://www.mla.org/
https://www.loc.gov/standards/mods/
http://www.w3.org/
http://www.w3.org/XML/Schema
http://www.loc.gov/marc/ndmso.html
https://www.iflastandards.info/muldi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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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目术语和概念多语言词典 

NACO 

Name Authority Cooperative Program 

名称规范合作计划，是合作编目计划的组成部分。 

NACO Authority File 

见 LC/NACO Authority File 

National bibliography  

国家书目：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书目被定义有关一国出版行业的产品的规范和全面记录

的集合。它由国家书目机构根据国际标准编制。书目的出版详情以及作者身份均经过

严格调查核实。 

National bibliographic agency (NBA)  

国家书目机构，一国图书馆系统内设立的组织单位，负责根据公认的国际书目标准为

该国发行的每一种新出版物编制规范和全面的书目记录，并第一时间将这些记录收录

到定期发布的国家书目中。（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IFLA International Office for UBC and UNESCO, 1979, p. 7） 

Nation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国家书目控制，发现、识别和记录一国所有出版物的活动，用于建立国家图书和档案

馆藏，满足国家的信息需求，并促进综合图书馆、文献记录和档案基础设施的发展。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IFLA International 

Office for UBC and UNESCO, 1979, p. 2） 

National imprint  

国家出版物，一国出版行业的成果。 

National output  

国家出版品，一国出版的所有格式（载体）的文献，包括印刷品、视听文献或电子出

版品。 

NBA 

见 National bibliographic agency 

NBN  

National Bibliography Number  

国家书目号 

NISO 

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 (USA) 

https://www.loc.gov/aba/pcc/naco/index.html
http://www.niso.org/what-w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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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信息标准组织 

OAI 

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开放存档计划 

OAI-PMH 

开放存档计划的元数据采集协议，用于增强对网络资源（数字资源，也包括非数字资

源）的描述的一种协议规范，允许交换和传播元数据（而非数字对象）。 

OCLC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一个全球性的图书馆合作组织，其成果包括 WorldCat和杜威

十进分类法。 

ONIX 

Online Information Exchange  

联机信息交换标准 

OWL 

Web Ontology Language  

网络本体语言 

PCC 

Program for Cooperative Cataloging 

合作编目计划 

PDF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便携式文档格式 

Persistent identifier 

永久标识符，用于标识数字资源（文档、对象或书目记录）的代码，没有任何歧义，

可用于检索长期信息。即使资源在信息系统中移动，永久标识符仍然保持不变，因为

解析器系统在公开的标识符和系统中的当前物理地址之间建立了永久通信。 

PREMIS 

Preservation Metadata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保存元数据实施策略 

http://www.openarchives.org/
http://www.openarchives.org/pmh/
https://www.oclc.org/
https://www.editeur.org/8/ONIX
https://www.w3.org/OWL/
https://www.loc.gov/aba/pc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DF
https://www.dcc.ac.uk/guidance/briefing-papers/introduction-curation/persistent-identifiers
https://www.loc.gov/standards/pre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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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oo 

面向对象的连续性资源编目模型 

PRESSoo是一个正式的本体，旨在记录和表示有关连续性资源（具体来说，是关于期

刊、报纸和杂志等连续出版物）的书目信息的基本语义。它是 FRBRoo 的扩展，后者

是 CIDOC CRM 的扩展。该名称不是首字母的缩写，而是基于“出版”（press）的含义。 

Publisher  

出版商，印制文献并公开销售发行的个人或法人实体，通常以法律合同为依据，其中

出版商被授予某些专属权利，同时承担出版活动的财务风险，并同意为作者提供补偿，

以分享部分利润为主要形式。（Reitz, 2004, p. 579） 

PUC 

Permanent UNIMARC Committee (IFLA) 

UNIMARC永久委员会 

PURL  

Persistent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永久统一资源定位符 

RAMEAU 

Répertoire d’autorité-matière encyclopédique et alphabétique unifié 

统一字顺式和百科全书式规范目录 

RDA 

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资源描述和访问》，取代了 AACR2。 

RDF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资源描述框架 

Resource  

资源，是指有形或无形的实体，包括知识和/或艺术内容，并作为一个单元构思、制作

和/或发布，构成单一书目描述的基础。资源包括文本、音乐、静态和动态图像、图形、

地图、录音和录像、电子数据或程序，包括连续发布的内容。（ISBD 2011, p. 338） 

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见 RDA  

RIS 

http://www.cidoc-crm.org/pressoo/fm_releases
https://www.ifla.org/g/unimarc-rg/permanent-unimarc-committee-puc/
https://rameau.bnf.fr/
http://www.rda-rsc.org/
https://www.w3.org/RD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S_(file_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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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信息系统开发的一种标准化标签格式，使引文项目能够交换数据。 

RSC 

RDA Steering Committee 

RDA指导委员会，负责 RDA的维护工作。 

RSS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or RDF Site Summary  

简易信息聚合或 RDF站点摘要，允许用户和应用程序以标准化、计算机可读格式访问

网站更新的网络信息源。 

RVM 

Répertoire de vedettes-matière de l’Université Laval 

拉瓦尔大学图书馆主题词目录，加拿大法语主题标准。 

SACO 

Subject Authority Cooperative Program 

主题规范合作计划，旨在为图书馆通过合作编目计划（PCC）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交主

题词和分类号提供一种渠道。 

SGML  

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  

标准通用标记语言 

SNL 

Swiss National Library  

瑞士国家图书馆 

SPARQL 

Simple Protocol and RDF Query Language 

简单协议和 RDF查询语言 

SRU 

Search/Retrieve via URL 

通过 URL搜索/检索协议，互联网搜索查询的标准搜索协议，使用表示查询的标准查询

语法 CQL（通用查询语言）。 

SRW 

Search/Retrieve Web Service 

http://www.rda-rsc.or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SS
https://rvmweb.bibl.ulaval.ca/rvmweb/accueil.do
https://www.loc.gov/aba/pcc/saco/about.html
http://www.nb.admin.ch/https:/www.nb.admin.ch/snl/en/home.html
https://www.w3.org/TR/rdf-sparql-query/
https://www.loc.gov/standards/sru/
https://www.loc.gov/standards/sru/companionSpecs/sr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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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检索网络服务协议，结合了 Z39.50经验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从而整合对不同网络

资源的访问，并促进分布式数据库之间的互操作性。 

Standards  

标准，是指国家和国际图书馆组织为管理书目控制而制定的任何规则或流程，如 MARC

记录格式、CIP和出版行业采用的 ISBN/ISSN。（Reitz, 2004, p. 680） 

Standard numbers 

标准号，见 Identifier 

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 

《国际编目原则声明》，见 ICP 

Turtle 

Terse RDF Triple Language 

简洁 RDF三元组语言 

UBC 

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通用书目控制 

UBCIM 

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MARC 

世界书目控制与国际机读目录计划。1974年，国际图联成立了通用书目控制（UBC）

计划，鼓励在国际层面实现书目数据交换的一致性。1986年，国际机读目录计划与

UBC合并，形成了 UBCIM。该计划于 2003年关停。UNIMARC格式是 UBCIM的主要项目

之一，现在由国际图联 UNIMARC永久委员会（PUC）负责。 

UDC 

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 

国际十进分类法，由 Paul Otlet和 Henri La Fontaine改编自杜威十进分类法，并于

1904年至 1907年首次出版（法语版）。该分类法由 UDC联盟维护。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CODE 

综合计算机字符编码方案，作用等同于通用编码字符集（UCS）（ISO/IEC 10646），

由 Unicode联盟维护。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urtle_(syntax)
https://repository.ifla.org/bitstream/123456789/448/1/ifla-professional-statement-on-ubc-en.pdf
https://www.ifla.org/archive/ubcim/
https://udcsummary.info/php/index.php
https://en.unesco.org/
https://home.unico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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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MARC 

Universal MARC 

国际通用机读目录，以机读形式表示和交换数据的标准。国际图联 UNIMARC永久委员

会（PUC）负责 UNIMARC（包含四种格式——书目、规范、分类和馆藏）的维护和更新。 

URI  

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统一资源标识符 

URL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统一资源定位符 

URN  

Universal Resource Name  

通用资源名称 

USEMARCON Plus 

通用 MARC记录转换器。USEMARCON是一款应用软件，允许用户将书目记录从一种 MARC

格式转换为另一种格式。 

UTF  

Unicode转换格式。使用较多的是 UTF-8（8位）和 UTF-16（16位）。 

VIAF 

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 

虚拟国际规范文档，一种合作计划，将国家图书馆和其他组织的规范文件进行整合，

将既定实体的规范数据关联到一起，形成“超级”规范记录。 

Voluntary deposit  

自愿呈缴，即出版商承诺向国家书目机构呈缴文献的协议。 

W3C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万维网联盟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https://www.ifla.org/publications/unimarc-formats-and-related-documentation/
https://www.bl.uk/collection-metadata/metadata-services
http://viaf.org/
https://www.w3.org/
https://www.wipo.int/portal/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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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可扩展标记语言 

Z39.50 

用于从远程计算机数据库搜索和获取信息的客户机服务器协议，已列入 ANSI/NISOZ39.50和

ISO23950:1998（2020年确认）标准。美国国会图书馆是该标准的维护机构。 

  

https://www.loc.gov/z3950/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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